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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實主義關於國際體系的描述適用於中國與格陵蘭的利益互動，格陵

蘭運用本身豐富的天然資源作為達到經濟和財政自主、最終追求政治獨立

的資本，在此過程中，它選擇援引中國的力量，中國因對格陵蘭的天然資

源、科研、觀光及軍事價值等產生興趣，故兩者一拍即合。但雙方的利益

互動影響北極的權力分配，因此引起包括丹麥、美國等的國際疑慮，中國

不明的軍事意圖、對稀土供給的壟斷及不佳的環保紀錄，也引起質疑，這

也構成中國與格陵蘭未來互動的挑戰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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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9年 8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公開表示有意購買格陵蘭，美
國並於隔年（2020）重開駐格陵蘭的領事館，同時宣布提供格陵蘭 1210萬美元的
援助。川普並未表明他的意圖，有人認為他看上這個世界最大島蘊藏豐富的礦藏；

有人認為與格陵蘭的軍事戰略價值有關；也有人認為美國的終極目的是為了遏止對

北極愈具企圖心的中國（Treadgold 2019; Dallison and Cammarata 2020）。無論原
因為何，都讓這個位於北極圈人口不到 6萬人目前屬於丹麥但擁有高度自治權的島
嶼成為全球矚目焦點。

其實在川普表明購買格陵蘭之前，格陵蘭和北極就已受到全球矚目，直

接原因是氣候變遷和全球暖化趨勢。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19年 9月公布的《氣候變
遷下的海洋與冰凍圈》（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特別報
告，過去 20年來，北極的氣溫高於全球均溫二倍，此一結果直接導致冰凍圈冰蓋
和冰川的大量流失，其中格陵蘭的情形特別嚴重，2007∼2016年冰蓋流失的數量
是 1997∼2016年的兩倍（Pörtner et al. 2019, 42-43）。

北極自然環境的變化引發地緣政治的變化，不僅環北極國家為浮現的海上新航

道及石油、天然氣等利益動作頻頻，區域外國家也紛紛搶進北極企圖分享利益，其

中最受到注意的就是中國。美國國防部公布的《2019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簡稱《中國軍力報告》），首度以專題方式說明中國在北極的活動及潛在軍事影

響，特別點出中國的「冰上絲綢之路」、「近北極國家」定位以及對北極天然資源

及北極航道的興趣，及中國的破冰船和在北極的研究活動可能強化它在此一區域軍

事存在的可能（U.S. DOD 2019, 114）。這亦可解釋川普欲購買格陵蘭指向中國的
原因。

中國確實對北極和格陵蘭展現了濃厚的興趣，2018年中國公布的北極政策官
方文件《中國的北極政策》，便表明參與北極事務的意願（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8），目標之一即是針對格陵蘭蘊藏豐富的礦產。自 2009年起賦予格陵蘭採礦
權利和利潤自主運用的《自治政府法》（The Self-Government Act）、《礦物資源
法》（The Mineral Resources Act）和《大規模計畫法》（The Large-Scale Projects 
Act）通過以來，中國便開始注意到格陵蘭的天然資源潛力。此一趨勢搭上格陵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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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運用該島豐富天然資源爭取獨立的願望，讓雙方一拍即合。此一現實利益的結合

促使格陵蘭積極向中國招商，中國也明顯推動對格陵蘭的投資，但雙方互動引起包

括丹麥、美國等對中國意圖的廣泛質疑，形成中國與格陵蘭利益互動的挑戰及障

礙。

本文目的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分析近年來中國與格陵蘭的互動，及中國發展

與格陵蘭關係面臨的挑戰及障礙。第一個部分首先簡要說明現實主義的要旨，再

論述現實主義格局下北極權力政治的現況。用意是先從宏觀角度理解北極當下的

地緣政治，之後再從微觀角度切入探討中國和格陵蘭各自採取的行動，及雙方的

利益互動；
1

１第二部分延續上節說明，將焦點置於格陵蘭如何運用豐富天然資源強

化它的利益與權力，這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降低丹麥對它的控制，二是達到

最終政治獨立的目標。在此一過程中，格陵蘭充分運用它的資源政治（Resource 
Politics），中國也成為它達到這個目標的權力平衡工具。

2

２

第三部分依據現實主義國家競爭利益的傾向，本節將分析格陵蘭對中國的利

益，及中國爭取這些利益採取的行動。本節總結出格陵蘭對中國的四項利益，包括

天然資源、氣候與科學研究價值、旅遊觀光經濟利益及軍事戰略價值。格陵蘭的天

然資源利益是中國目前鎖定的主要目標，氣候與科學研究價值和旅遊觀光經濟利益

中國也採取了行動，至於軍事戰略價值，中國雖未明言卻可能是其未來追逐的目

標；第四部分分析中國在爭取格陵蘭利益時引起的國際疑慮，包括丹麥對中國升高

的戒心、中國不明軍事意圖引起丹麥及美國的反制、對中國可能壟斷稀土供應的質

疑，及中國投資可能導致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及環保問題的爭議。這些疑
慮也成為中國開展與格陵蘭關係的困境。

註１	  雖然格陵蘭仍是丹麥王國框架內的自治實體，但自 2008年自治公投通過及 2009年丹麥通過《自治
政府法》之後，格陵蘭地位已成為國際法下的獨立政治實體，在內政、司法與資源分配運用方面擁

有獨立自主的權力，且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格陵蘭自治政府也與其他國家進行獨立互動。與其他類

似案例比較，從政治地位來看，格陵蘭如同美國的關島與波多黎各，同屬（美國和丹麥的）屬地，

也享有極高的自治權，惟關島與波多黎各不具有與其他國家獨立互動的權力，也無獨立政治實體的

地位，且（除了波多黎各有極少數人支持獨立）這兩個地區並無追求政治獨立的行動；另從追求獨

立的角度看，格陵蘭與蘇格蘭與庫德斯坦相同，都有很強烈的獨立欲望，惟蘇格蘭在政治地位上是

隸屬於英國（聯合王國）的「構成國」，雖然亦有很高的自治地位，但並非屬地。庫德斯坦則是橫

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國山區的地區，被這四個國家所分割，庫德人一直爭取在庫德

斯坦地區建國，但一直受到四國政府的鎮壓。基於以上說明，本文分析將格陵蘭視為準國家，有其

自身的利益及追求目的。

註２	  「資源政治」簡言之在探討誰控制資源及如何使用資源的問題，它涉及的面向包括制度結構、權力、
和時間等（The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201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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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實主義下的北極權力政治

現實主義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主要理論與途徑之一，根據現實主義，國際體系是

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體系的最重要行為者，因為沒有一個公認的國際權威，所

以國際體系實際上是一種自助體系（Self-Help System），每一個國家為了維護國
家利益都在尋求利用其他的國家（Hall 2009, 35）。對於國家而言，生存和安全是
最重要的目標，每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行動基本上抱持懷疑的態度，為了維持生

存和強化安全，國家會盡可能攫取最大的權力，經濟和軍事權力是主要的權力形式

（Jackson 2003, 68）。
現實主義關於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描述適用於北極。目前北極治理最重

要的機制是北極理事會（The Arctic Council），但這個機制無法發揮太大的功能。
一方面原因是基於美國的堅持，北極理事會自成立開始就被定位為各國交換意見的

「高階政府間論壇」（High Level Intergovernmental Forum），而非有獨立職權的
國際機構（Rottem 2016, 169）。美國也堅持北極理事會不能討論安全性的問題，
目的是希望維持它在北冰洋的自由航行權利（Konyshev 2012, 40）。這個先天限制
讓北極理事會缺乏足夠的權力治理北極事務，也使得北極國家和區域外國家成為參

與及決定北極事務的最主要行為者。

這種狀態衍生出現實主義描述國際政治的許多現象，其中之一是各國利用各種

途徑競爭權力，而競爭權力的方式就是極力追求與滿足本身的利益，這使得權力與

利益形成一體兩面的概念。如同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 1954, 5, 8-9）
所言：「政治現實主義處理國際政治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由權力界定的利益，⋯⋯隨

著時空的變化，權力和利益也呈現不同的內容。」應用在北極政治上，可以發現各

國「由權力界定的利益」已發生很大的變化，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期間，北極是全

球權力政治的邊陲，對於有能力接近北極的強權（主要是美國與蘇聯）而言，其最

大的利益是軍事上的功能。

二戰期間，北極最重要的軍事功能表現在兩個面向，一是藉由北極航道進行

軍事物資運輸，二是北極氣象站提供的氣候資訊，這兩大功能也引起盟軍與納粹

德國的軍事鬥爭。進行軍事運輸最著名的例子是「北極運輸船隊」（The Arctic 
Convoys），盟軍為了支援蘇聯對德國作戰，由英國、美國、加拿大海軍軍艦護送
運輸船隊從英國經冰島、北美到蘇聯北方港口。在此運輸過程中，有 85%的商船
及 16艘英國軍艦遭到德軍攻擊損毀，德軍本身也損失了若干艘戰艦及 30艘 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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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艦（Micallef 2019）；在提供氣候資訊方面格陵蘭扮演了重要角色，為了有利於
軍事策劃和船艦路線規劃，德軍與盟軍都欲掌握戰時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氣象資

訊，於是各自都在格陵蘭建立氣象站。德國建立的秘密氣象站大都為盟軍所查獲，

而盟軍因為成功運用了氣象站提供的氣候資訊，為 1944年 6月展開的諾曼地登陸
奠定了成功的基礎（Marshall 2016; Klein 2019）。

二戰後進入冷戰時期，北極地區被高度軍事化，為爭奪水下制海權，美蘇雙方

紛紛研製核潛艦並在北冰洋海域進行部署。為加強在北極海域的戰略優勢，蘇聯將

全部攻擊潛艦的一半以上部署在北方艦隊。自 20 世紀 60 年代洲際導彈出現，由於
北極地區是美蘇之間直線距離最近的地方，北冰洋沿岸成為美蘇部署洲際導彈的重

點區域。從整體格局看，冷戰時期的北極地區構成了以蘇聯為一方，美國領導的北

約為另一方的二元對峙格局（孫凱、郭培清 2012, 120）。而因格陵蘭位處於美國
距離蘇聯最短途中，也被美國納入縱深防禦（Perimeter Defence in Depth）的據點，
在該島上部署了若干前進基地，以便在必要時以長程轟炸機攻擊蘇聯（Rasmussen 
2013, 9）。

冷戰的結束暫時讓大國在北極的軍事競爭偃鼓息兵，取代軍事利益競爭的是隨

全球暖化而來的天然資源利益。如表 1所示，北極擁有大量天然資源，除了石油和
天然氣儲量占逾全球未探勘石油和天然氣的二成以上，北極還蘊藏了大量鎳、鈷、

鑽石等礦物，部分地區如格陵蘭還蘊藏大量的戰略性礦物如稀土和鈾金屬等，過去

因為冰雪覆蓋難以開採，但隨著全球暖化導致冰雪融化，這些天然資源逐漸成為包

表 1　北極自然資源數量占全球比率估計

名稱 石油 天然氣

比率（未探勘） 20.5% 27.6%

名稱 煤
天然氣

（已探勘）
鐵礦 鎳礦 鈷礦 鉻鐵礦 鈦礦 鎢礦

比率（產量） 2.1% 21.7% 2.3% 10.6% 11% 4.2% 0.3% 9.2%

名稱 礬土 錫礦 鉛礦 銅礦 鈀礦 金礦 銀礦 鉑礦

比率（產量） 1.9% 7.8% 5.6% 3.8% 40% 3.2% 3.6% 15%

名稱 寶鑽 工業鑽
磷酸

鹽
蛭石

野生

海魚
甲殼類

鮭魚和鱒

魚養殖
林木

比率（產量） 26.8% 23.3% 3.7% 5.8% 10.1% 5.3% 7.7% 2.2%

資料來源：Lindholt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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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國在內各國覬覦的目標，也成為北極國家發展經濟的新泉源，如後文所述，格

陵蘭更是利用這些天然資源，作為爭取政治獨立於丹麥之外的經濟資源。

現實主義認為天然資源與國際權力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學者克萊爾

（Michael Klare）指出，隨著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抗結束以及
新經濟強權的崛起，國際關係日益聚焦於高價值天然資源的取得和控制，這與後冷

戰時期權力平衡的改變有關，而隨著天然資源的日益稀缺，資源爭奪也越來越容易

引起國際的衝突。丹羅伊特（Roland Dannreuther）則將現實主義關於天然資源的
論點綜合為四點，包括：一、對於天然資源的控制，特別是能源，已成為國家權力

和利益的重要構成要素；二、能源變得日益稀缺和不安全；三、國家接近和控制這

些資源的競爭會日益激烈；四、因爭奪天然資源引發衝突與戰爭的可能性日益增加

(Dannreuther 2010, 3）。
上述天然資源與權力的關係，也讓國際注意到中國對北極升高的興趣。《中國

的北極政策》白皮書敘及「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主要政策主張」內容，其中一項即

是「依法合理利用北極資源」（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8）。在取得天然資源
的驅動下，中國積極投入北極事務，對象之一是蘊藏豐富天然資源的格陵蘭，中國

對格陵蘭的投入引起了國際矚目，美國的反應即為其一。相對的，渴望將天然資源

轉化為實質利益的格陵蘭，也將目光投向中國，特別是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天然

資源已成為格陵蘭強化本身權力的重要籌碼，而中國正可以作為推進格陵蘭目標的

有效助力。

這也呈現了資源政治的兩面性，一是天然資源可能成為國家間競爭的對象和爭

奪的目標，此一競爭和爭奪最後可能衍生為衝突，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

例如 19世紀末期歐洲帝國主義展開的「爭奪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就和
取得工業原物料有關；兩次世界大戰也牽涉到資源的爭奪，包括列強競爭法國洛林

（Lorraine）的鐵礦和高加索地區的石油；冷戰時期也因要控制波斯灣的石油而爆
發衝突。事實上，二戰後的去殖民化過程產生的衝突，通常與競爭天然資源有關

（Dannreuther 2013, 79）。
但天然資源不必然會引發衝突，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若能善用資源優勢，以國

際合作的途徑也能創造本身的發展利益，這也是資源政治的另一面向，其中一個成

功的例子是智利。智利擁有全球約1/3的銅礦和鉬、鋰、硝酸鹽及碘等重要礦產，
靠著這些天然資源，智利相對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並成

功的將其產業多元化。促成智利成功的主因之一是有效利用外國資本，自19世紀
開始，英國企業就投資智利的硝酸鹽開採，20世紀時美國也透過跨國企業投資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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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礦，1990年代，智利的外來投資增加至最高峰，其後雖然流入量放緩，智利礦
業仍然是外資流入最高國家之一，一些跨國採礦企業迄今仍是智利礦產開發的要角

（United Nations 2011, 55-58）。智利善用本身天然資源和外國投資的合作經驗，
應可提供格陵蘭資源政治思考方向。

除了天然資源，北極還蘊藏著其他重要利益，其一是隨海冰消逝浮現的新國

際航道。北極未來可能出現四條海上航道，包括從白令海峽經西伯利亞的北部沿

岸和歐亞大陸沿岸，到達挪威北角的東北航道（Northeast Passage）；穿越加拿大
北極群島，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西北航道（The Northwest Passage）；連接俄羅
斯摩爾曼斯克（Murmansk）和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的北極大橋航道（The 
Arctic Bridge Route）；及從大西洋經北極海中央到達太平洋的跨北極航道（The 
Transpolar Sea Route）（Humpert and Raspotnik, 2012）。這些航道若開通將帶來
許多利益，首先是國際航運的利益，可大幅縮短來往於亞洲、歐洲和北美的貿易距

離，較目前經由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和麻六甲海峽的距離更短，因此可降低油

料等航運成本；其次是漁業的利益，目前北極魚類的種類和數量並不多，但隨著全

球暖化升高北極海水溫度，此一海域未來可能成為主要漁場；最後是安全的利益，

北極航道可避開一些具有地緣安全風險或是海盜常出沒的海域，例如中東和非洲外

海，提高航行的安全。然而，北極航道雖然具有上述利益，但迄今存在的風險降

低了它的商業可行性，包括北極的冰風暴（Ice Storm），極端溫度可能破壞船隻甲
板；格陵蘭冰蓋不斷融化，海面上浮動的冰山可能會增加，迫使船隻放緩速度或是

繞道；此外，因為北極航線部分水域很淺，特別是白令海峽，也使北極航道不適合

大型貨輪行駛。這個情形使航行此一水域的船隻必須承擔極高的保險費用，加上北

極海域的基礎設施並不完善，例如搜救設施不足，也影響到船運公司使用北極航道

的意願（閻亢宗 2014, 90）。雖然有上述風險，但因北極航道對海上貿易的利益，
從海權論（Sea Power Theory）的角度看直接影響國家權力，已成為各國地緣政治
的博弈焦點。

3

３

這也可以凸顯北極的地緣政治性，海權論認為海上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

基石，國家為維護海上貿易安全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並具有阻止敵國進出海上

貿易通道的能力，這種觀點突出了北極潛在航道的戰略重要性，此派論點以馬漢

註３	  海權論的主要代表馬漢（Alfred T. Mahan 1890）認為，海上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基石，國家為維
護海上貿易安全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並具有阻止敵國進出海上貿易航道的能力。將馬漢的海權理

論應用在北極，可以預見將衍生北極航道的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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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T. Mahan）為代表；另一派觀點是以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為
代表的心臟地帶理論（The Heartland Theory），根據這個理論，因為俄羅斯控制
了世界的心臟地帶，即東歐和歐亞大陸，所以擁有了控制世界的權力。值得注意

的是，麥金德提出此說時，北冰洋是處於冰封狀態，因此也構成歐亞大陸的一部

分；還有一派是以史派克曼 (Nicholas J. Spykman)為代表的邊緣地帶理論（Rimland 
Theory），依照此一論點，世界地緣政治真正的重心是位於心臟地帶和海洋間的邊
緣地帶，誰控制了邊緣地帶，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進而控制全世界。過去少有人

將邊緣地帶理論與北極聯想在一起，但隨著北冰洋海冰消融，北極逐漸浮現一片海

洋和新的邊緣地帶，開始有人將邊緣地帶理論應用於北極。例如柯內（Alexandre 
Cornet）便認為中國積極開拓「冰上絲綢之路」，目的是要將影響力投射到北極的
邊緣地帶，一方面形成對歐亞大陸的包圍圈，另一方面則可擺脫美國及其盟友在南

海對它的圍堵（閻亢宗 2020, 56-57）。
北極還具有科學研究價值，地球系統科學的研究包含五個領域：生物圈

（Biosphere）、地圈（Geosphere）、大氣（Atmosphere）、水圈 / 冰河圈
（Hydrosphere/Cryosphere）和人類圈（Anthroposphere），這五個領域全部包含在
北極和南極的極地研究中，由此也顯示了北極的科學研究價值，特別是在氣候變

遷受到國際矚目的情形下，更加凸顯北極的科研價值（European Polar Board 2010 , 
6）。北極另一個日益受到重視的價值是觀光利益，隨著全球暖化，北極的觀光客
也逐漸增加，單單美國阿拉斯加一年便湧進超過 200萬的遊客，人口只有 30幾萬
的冰島，一年湧進逾 100萬的遊客（Maher 2017, 216），可見得北極觀光潛在利益
的雄厚。上述這些利益讓北極在國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為維護或爭奪這些利益，

也使得一度沉寂的軍事利益呈現死灰復燃之勢。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因為這些利益影響到國家的權力，故國家之間會陷入

彼此的猜疑，例如川普政府兩份北極戰略文件，美國海岸防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2019年公布的《北極戰略展望》（Artic Strategic Outlook）和國防部
2019年公布的《國防部北極戰略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都直指中國和俄羅斯威脅北極的和平與穩定，並指責中國藉由「一
帶一路」經濟活動擴大它在北極的戰略目標，並藉科學活動擴大它在北極的軍事存

在（閻亢宗 2020）；丹麥國防情報局（The Danish Defence Intelligence Service）公
布的 2018年《情報風險評估報告》（Intelligence Risk Assessment）也指出中國積
極擴大在北極和格陵蘭的影響力，特別是對格陵蘭的投資可能帶來的風險（DDIS 
2018,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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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文顯示，現實主義下的北極權力政治亦適用於近年來中國與格陵蘭的互

動，在雙方的互動中彼此都在爭取本身的利益，格陵蘭欲用其豐富的天然資源達到

經濟自立最終達到政治獨立的目的，中國則利用格陵蘭爭取外資的心理欲取得島上

天然資源等的利益。由於雙方互動格陵蘭處於弱勢的一方，且格陵蘭的地位益顯重

要，中國在格陵蘭的存在已引起國際疑慮，特別是丹麥和美國，這也形成中國開展

與格陵蘭關係面對的挑戰和困境。

參、格陵蘭的利益：透過資源政治追求政治獨立

18 世紀格陵蘭就成為丹麥王國的一部分，但近年來格陵蘭開始推動「去丹
化」，向政治獨立之途邁進。隨著全球暖化及自治權的提高，格陵蘭開始思考以其

豐富的礦產，作為追求獨立的重要資源，同時它也積極吸引國外的投資者，協助開

發這些礦產，而中國正是格陵蘭鎖定的對象之一。

一、格陵蘭的歷史及追求獨立之路

從公元前 2500 年開始，因紐特人（Inuit）就一波波開始從北美洲遷徙到格
陵蘭，每一波的遷徙都產生不同的文化，最近一波遷徙產生的文化是圖勒文化

（Thule Culture）。公元 982年，被冰島驅逐出境的挪威人紅鬍子埃里克（Erik the 
Red）在島上定居，大約在公元 985年他重新回到冰島，描述新發現的土地具有的
優點，他將該島稱為格陵蘭島，此為格陵蘭名稱之由來。在公元 986年，他組織了
一次對該島的探勘，最終開發了兩個主要的定居點。約在公元 13世紀時，北歐人
開始與因紐特人互動，但是到 14世紀時，或許因為格陵蘭的嚴寒氣候，這些定居
在格陵蘭的北歐人開始沒落，15世紀就無北歐人向格陵蘭移民。

16 至 17 世紀，荷蘭和英國的捕鯨者經常在格陵蘭島附近的海洋中捕鯨，並
偶爾與當地居民互動。但是直到 1721年之前，格陵蘭一直沒有被殖民化，直到當
年傳教士埃格德（Hans Egede）在丹麥 -挪威聯合王國的允許下，在今天的努克
（Nuuk）附近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和一個路德教會的傳教團，才標誌著格陵蘭殖
民主義的真正開始。1776年，丹麥政府開始完全控制與格陵蘭島的貿易，格陵蘭
島海岸禁止對其他國家開放，直到 1950年才重新開放（Britannica 2021）。

從 1814年起至到 20世紀中葉，格陵蘭是受到丹麥政府直接統治的殖民地，直
到 1954年，該島被納入丹麥王國成為一個區，從此結束了格陵蘭的殖民地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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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後，格陵蘭政治地位開始發生變化，島上住民對經濟和政治獨立的意

識與要求越來越高，於是丹麥政府從 1973年起開始著手準備成立格陵蘭自治政府
的事宜。1979年格陵蘭與丹麥政府達成《地方自治法》（Home Rule Act）協議，
並自該年 5月 1日正式施行（Branka 2018, 107），格陵蘭通過自治公投成立內閣
制政府，擁有內政、稅收等管轄權，進入21世紀後，格陵蘭獨立化趨勢益趨明顯。

大抵而言，格陵蘭的獨立建國之路有兩種殊途同歸的途徑，第一種被稱為埃

諾克森（Enoksen）途徑，它是由 2002∼2009年期間擔任格陵蘭總理的埃諾克森
（Hans Enoksen）所提的路徑，目標是在 2021年丹麥 -挪威聯合王國時期抵達格
陵蘭島的傳道人艾格德抵達該島 300週年時，完成格陵蘭的獨立建國，這是一條能
夠使格陵蘭具備國際主體性的最快速路徑；第二條路徑被稱為克萊斯特（Kleist）
途徑，它是由 2009∼2013擔任總理的克萊斯特（Kuupik Kleist）所提的路徑，與
第一條路徑不同的是這條路徑比較務實，目標是在公投決定是否獨立建國前，先有

充分的時間達到經濟自主（Degeorges 2011）。從目前格陵蘭正充分運用它豐富的
天然資源吸引國外投資來看，克萊斯特（Kleist）途徑顯然是格陵蘭正採取的路徑。

2009年，格陵蘭《自治政府法》生效，進一步朝「去丹化」目標邁進，該法
規定格陵蘭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更有權透過投票脫離丹麥獨立。理論上，除了國

防、外交、司法、貨幣等政策外，格陵蘭內閣接管了丹麥王國的其他政府職能，包

括對礦產資源開發和海空事務的管轄權，並可與丹麥分享格陵蘭油氣開發的收益。

事實上，格陵蘭已經逐漸成為成熟的國際法主體，可以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建立

雙邊和多邊關係，格陵蘭便是運用這些權力參與北極理事會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天

然資源合作（徐子軒 2019; 肖洋 2018, 81）。

二、格陵蘭的經濟、政黨與對外關係

格陵蘭是全世界最大的島，島上有超過 5萬的居民，該島的 GDP約為 158億
丹麥克朗（DKK），出口額為 38億丹麥克朗，進口額則超過 47億丹麥克朗，由
於進出口不平衡，故丹麥政府每年對格陵蘭島的補貼，對於該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

要。格陵蘭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自然是丹麥，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產業是漁業，占格

陵蘭島總出口的 90%以上。除漁業外，格陵蘭島擁有豐富的採礦歷史，曾開採冰
晶石、煤炭、鉛、鋅、銀和許多其他礦物，島上還有大量的鐵、鋁和稀土元素，這

些礦產未來將成為格陵蘭最重要的經濟機會之一。自 1970年代以來，曾進行過幾
次探勘石油的嘗試，但是儘管 2007年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做
出樂觀的估計，但格陵蘭仍未進行石油開採。此外，格陵蘭是新興的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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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在其經濟中逐漸起著重要作用，冰島經常被格陵蘭視為吸引更多外國遊客的

典範（The Arctic Institute 2020）。
格陵蘭有六個主要的政黨，前進黨（Siumut）成立於 1977年，是成立時間最

早的政黨，也是格陵蘭取得自治地位以來，統治該島時間最長的政黨。該黨主張逐

步擴大自治權力直到取得獨立地位為止，主要政黨之中，前進黨對格陵蘭的發展方

向影響最大；社區感黨（Atassut）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保守黨，傳統上選擇與丹麥
保持密切關係並重新加入歐盟，但近年轉向支持更大的獨立性，這個黨比較吸引較

小地區的居民；因紐特人共同體黨（Inuit Ataqatigiit）是社會主義政黨，該黨要求
放棄與丹麥的任何正式關係，並與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的居民建立更緊密的關

係，為了確保該島的必要收入，該黨贊成開放格陵蘭島市場給外國公司，特別是除

了鈾礦之外的採礦業；民主人士黨（Demokraatit）是於 2002年成立的右派政黨，
該黨很大一部分領導人具有丹麥血統，因此對獨立的態度比較謹慎，強調追求獨立

必須做好準備，其中包括發展教育部門和增加格陵蘭的經濟獨立性；因紐特人黨

（Inuit Party）是最左派的政黨，是與因紐特人共同體黨分裂後於 2013年成立的政
黨，也是格陵蘭政黨中最明確主張格陵蘭島充分獨立的政黨；百分制政黨（Partii 
Naleraq）是主要政黨之中最年輕的政黨，由前任格陵蘭島首相埃諾克森於 2014年
建立（Branka 2018, 113-114）。從以上介紹可知格陵蘭主要政黨大多追求政治獨
立。

在對外關係方面，由於外交權掌握在丹麥手中，因此大多格陵蘭的涉外事務係

由丹麥處理，但基於歷史、政治和地緣等原因，格陵蘭與美國及歐盟的互動較值得

注意。

格陵蘭非常希望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能獲得美國支持，以作為平衡丹麥的力

量，這是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思維。格陵蘭知道美國非常重視在格陵蘭的安全利

益，故利用這種心理在 2014年引用《自治政府法》授與它的權力，提出在丹麥駐
華盛頓大使館中開設辦公室的請求。根據該法規定，格陵蘭可任命代表參與丹麥外

交工作，處理涉及其利益的問題。格陵蘭的用意是希望藉此強化它與美國的關係，

但這個請求被美國拒絕。此舉透露美國對格陵蘭地位的態度，即相對於一個獨立的

格陵蘭，美國寧願維持格陵蘭屬於丹麥的現狀（Rasmussen 2013, 13-15）。
4

４

註４	   美國除了擔心格陵蘭獨立會影響它在格陵蘭的安全利益，也擔心此舉會激勵加拿大努納武特
（Nunavut）區內的因紐特人（Inuit）效法爭取獨立而衝擊到加拿大，影響它和加拿大的關係
（Rasmussen 2013, 15）。但川普提出購買格陵蘭的想法之後，顯示美國更進一步想直接控制格陵
蘭，若實現，格陵蘭爭取獨立的目標將更難實現。



140　中國大陸研究第 64卷第 3期

格陵蘭於 1973年與丹麥一起加入歐洲共同體，但在 1979年取得自治地位後，
因共同漁業政策的分歧，於 1982年公投決定離開，並於 1985年正式離開，成為
歐盟的「域外國家和領土」（Oversea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OCT），此一作法
使其得以重新獲得對格陵蘭魚類資源的控制權。格陵蘭退出歐洲共同體後，規範雙

方（及後來歐盟）關係的文件是《格陵蘭條約》（The Treaty of Greenland），此一
條約強調雙方的合作及發展關係，由於雙方此種特殊關係，居住在格陵蘭的丹麥所

有公民亦均為歐盟公民。除此之外，歐盟還給予格陵蘭貿易優惠，包括將其納入共

同市場及關稅優惠。另一方面，為了能夠取得格陵蘭的礦產，歐盟強調此一領域的

合作，雙方並於 2012年 6月在努克簽署了合作意向書。對於歐盟而言，格陵蘭擁
有許多礦產對其非常重要。據統計，歐盟缺少多達 14種對工業發展至關重要的關
鍵原物料，在其他國外市場也很難找到，但其中有 9種可以在格陵蘭發現（Tomala 
2017, 34, 36-38, 42）。

三、運用天然資源追求經濟自主目標

雖然政治逐漸朝向獨立，但格陵蘭的經濟頗為依賴丹麥。格陵蘭以漁業出口為

主，比例高達 9成，嚴重受國際價格波動與政策影響，單憑漁業難維持人民生計。
此外，格陵蘭偏向社會主義，島上不存在私有地所有權，近一半的人住在公屋，其

他人也享有住房補貼，醫療和處方籤都是免費。要維持社會福利，需靠丹麥每年補

貼將近 6億美元，占其年度預算的一半以上，如果脫離丹麥，補助勢必被切斷（徐
子軒 2019）。另一方面，根據《自治政府法》的規定，隨著格陵蘭自治政府開發
礦產收入增加，丹麥將逐漸減少對格陵蘭的補助。格陵蘭對丹麥補助的依賴，成為

其追求獨立的障礙，丹麥補助金額大小也成為衡量格陵蘭依賴丹麥和追求獨立的指

標。如同丹麥前總理雅各布森（Doris Jacobsen）所說：「補助金額的增加，意謂
格陵蘭對丹麥依賴的增加；反之，補助金額減少則意謂格陵蘭向獨立之途邁進了一

步。」格陵蘭自治政府前總理奧爾斯維格（Sara Olsvig）也指出：「若要維持我們
的福利體系，必須找出新的收入來源，⋯⋯原物料（的開發利用）幾乎是唯一的途

徑。」（Gad et al. 2018, 7）財政問題因此成為格陵蘭強化自身權力及追求最終獨
立必須克服的困境，也是它積極利用天然資源開拓財源最主要的動機。這一方面，

2009年通過的《礦物資源法》和 2012年通過的《大規模計畫法》，提供了格陵蘭
運用天然資源開展資源政治以達到經濟自主的助力。

《礦物資源法》明訂格陵蘭自治政府具有使用和開採礦物資源的權利，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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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格陵蘭可產生兩大利益，首先，在稅收不足以支撐社會福利的情況下，礦產開

發衍生的收入可以穩定財政；其次，開發天然資源產生的收益，能讓格陵蘭逐步

從丹麥手中接手政策的制定權，最終達到獨立的目標，這在格陵蘭自治政府公布

的〈我們的未來：你們和我的責任—通往 2025年道路〉（Our Future: Yours and 
My Responsibility – on the Road to 2025）願景聲明中有清楚的闡述，聲明指出「長
期而言，格陵蘭自治政府的行動係朝向獲得更大的經濟自我持續能力和政治獨立

（Rasmussen 2013, 19-20）。」顯示格陵蘭欲透過天然資源開發達到經濟自主和政
治獨立的目的，同時也驗證了現實主義指出天然資源取得與政治權力有直接關係的

論述。

《大規模計畫法》進一步擴大了格陵蘭的資源利用權力，該法鬆綁工作條件的

限制，最重要的包括同意外國礦業公司可以輸入勞工，同時勞工薪資可以低於本土

法律規定。該法在丹麥和格陵蘭內部都引起了爭議，就丹麥而言，該法意謂在丹麥

與格陵蘭的關係之中，多了國際企業的第三方權力，將降低丹麥對格陵蘭的控制；

在格陵蘭內部則引起外籍勞工可能拉低本土勞工薪資的質疑。這個質疑一直是格陵

蘭開展資源政治的爭議，但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議會大選雖然對開放外籍勞工
政策質疑的在野黨前進黨（Siumut Party）打敗了執政黨，但該黨黨魁韓蒙德（Aleqa 
Hammond）仍然公開表示歡迎外國企業投資格陵蘭（Rasmussen 2013, 20），顯示
引進外國企業開發天然資源是格陵蘭的朝野共識。

四、積極尋求中國投資

自《礦物資源法》生效後，格陵蘭便積極尋求中國的投資，這和當時的國際

經濟環境也有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許多國際礦業公司，限制了這些企業
海外投資的能力。根據加拿大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2013年針對礦業
公司的調查，超過 90%的企業表示無力為新計畫進行籌資，只有 46%的企業表示
計畫增加探勘天然資源的預算，一些礦業公司更因為資金緊縮面臨破產。相對於西

方礦業公司欲振乏力，中國的企業則非常活躍，格陵蘭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長柯克高

（Jens-Erik Kirkegaard）被詢以中國資金正在取代美歐資金的問題時表示，西方企
業已沒有能力挹注北極計畫，風險承受能力大的資金只能向亞洲尋求（Lackenbauer 
et al. 2018, 103）。此一國際經濟氣候讓中國成為格陵蘭的目標，也為中國投資鋪
平了道路。

為了爭取中國投資，格陵蘭自治政府絡繹不絕奔赴中國，如表 2所示，格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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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高階官員自 2005年開始就出訪中國，最初是將投資主要標的置於觀光。2010年
《礦物資源法》生效後，格陵蘭將爭取中國投資的標的置於礦產開發。2011年至
2017年期間，除了 2016年未訪問中國外，年年派遣官員往訪。2017年總理基爾
森（Kim Kielsen）親自率團訪問中國，為 2005年總理埃諾克森（Hans Enoksen）
訪問中國之後，時隔 12年格陵蘭總理再次到訪，也為格陵蘭爭取中國投資掀起高
潮。

5

５

表 2　格陵蘭自治政府出訪中國一覽表

時間

（年）
率團出訪官員 行程內容

2005 總理埃諾克森

（Hans Enoksen）

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並與中國銀行界和建

設公司舉行會議，爭取投資改善五個機場設施，藉此

提升格陵蘭觀光。

2011 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長伯特森

（Ove Karl Berthelsen）

會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參加中國國際礦業大

會，並與中國國際開發銀行、中國國營四川鑫冶礦業

投資公司討論投資格陵蘭事宜。

2012 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長伯特森

（Ove Karl Berthelsen）

會晤中國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及中國國際開發銀行

官員，討論中國提供開發格陵蘭鐵礦 120億丹麥克朗

融資事宜，參加中國國際礦業大會，及行銷格陵蘭產

品和觀光。

2013 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長柯克高

（Jens-Erik Kirkegaard）

會晤中國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及江西銅業集團公司

官員，爭取中國參與開發格陵蘭礦產投資，參加中國

國際礦業大會，與中國達成多項礦產開發科學合作協

議。

2014 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首席地質

學家斯坦達爾

（Henrik Stendal）

帶團參加在香港舉行的「香港與礦業投資高峰會」

（Mines and Money Hong Kong），此一會議是國際上

吸引礦業投資的主要平臺之一，會議中有以格陵蘭礦

業投資為主題的研討會。

註５	  據媒體報導，中國 2016年一度取消丹麥總理拉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原訂於該年年底的訪
問，後來又予恢復，原因可能與當年格陵蘭貿易部長打算訪問臺灣導致中國不滿有關。2016年格陵
蘭官員未訪問中國，可能也與此一事件有關（多維新聞 2017）。2017年格陵蘭總理基爾森（Kim 
Kielsen）訪問中國掀起高潮後，2018年之後又突告沉寂，應與中國投資格陵蘭機場的計畫遭到丹麥
和美國反對，格陵蘭後來取消中國的投資有關（Sørensen 201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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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年）
率團出訪官員 行程內容

2015 財政和資源部長烏爾杜姆

（Andreas René Uldum）

會晤中國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及中國銀行界，討論

中國開發格陵蘭的投資，參加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並

為「我們的北極未來」（Our Arctic Future）儀式剪彩，

同時主持「格陵蘭日」活動。

2017 總理基爾森

（Kim Kielsen）

會晤中國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並與中國的建設公

司、礦業開發公司和銀行等各界會談。格陵蘭表達希

望中國投資格陵蘭礦產開發和地質調查意願，同時協

助改善島上機場設施提升觀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格陵蘭赴中國的訪問也產生具體的成果。2011年格陵蘭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長
伯特森（Ove Karl Berthelsen）會見時任中國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鑑於格陵蘭
僅是丹麥的自治區，又僅是部長級的訪問，此一會見顯示中國給與的高規格接待。

訪問結束之後，中國旋即由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率團訪問格陵蘭，商討兩國合作

事宜，隔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亦訪問丹麥，成為中國第一位訪問北極國家的國家

元首（Degeorges 2013, 10）。另一方面，2011年後，中國公民營企業紛紛開展對
格陵蘭的投資，顯示格陵蘭對中國的招商策略取得成功，同時也顯示格陵蘭對中國

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肆、格陵蘭對中國的利益

如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言：「政治現實主義處理國際政治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由

權力界定的利益」。中國在擴大國際權力的同時，也在擴大它的利益範圍，近年來

中國學者強調的「利益邊疆」概念，正是此一思維的產物（周平 2014, 22）。就格
陵蘭而言，現階段對中國最重要的利益是它豐富的天然資源，格陵蘭的科研與觀光

價值也對中國有吸引力，除此之外，格陵蘭的軍事價值雖然短期之內不是中國追求

的目標，但長期而言也會置於它的利益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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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豐富的天然資源

如前所言，現實主義認為天然資源與國際權力政治有密切的關係。格陵蘭蘊藏

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各國重視的戰略性資源，如表 3所示，在被歐盟所列 23種
戰略性重要原物料（Critical Raw Materials）中，格陵蘭被列為具有高度和中度潛
能者就占了 11種（Stensgaard et al. 2016, 9）。這尚不包括被大多數國家視為戰略
性資源的礦物如石油和天然氣等，具估計，格陵蘭蘊藏的石油和天然氣各約占全球

未開發石油和天然氣的 10%和 30%（Robinson 2013, 4）；此外，格陵蘭估計蘊藏
5.93億磅鈾礦，占全世界第 6位（Ali 2019）。格陵蘭擁有的淡水資源也是一大寶
藏，島上 80%為厚重的冰層覆蓋，如果全部融化，海平面將會上升 7公尺（ESRI 
2019），隨著全球暖化全球淡水資源日益減少，格陵蘭的龐大淡水資源也日益受
到重視。上述說明顯示，格陵蘭豐富的天然資源，使其擁有影響國際權力平衡的籌

碼。

表 3　格陵蘭蘊藏的重要原物料潛能

重要原物料 格陵蘭資源的潛能 主要產品●或／附產品○

銻 中 ●／○

鈹 高 ○

硼酸鹽 不清楚 ●

鉻 中 ●／○

鈷 中 ○

焦煤 不清楚 ●

螢石 高 ○

鎵 不清楚 ○

鍺 不清楚 ○

銦 不清楚 ○

菱鎂礦 低 ●

鎂 低 ●

鉬 中 ●

石墨 高 ○

鈮 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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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物料 格陵蘭資源的潛能 主要產品●或／附產品○

鉑族金屬 中 ●

磷礦 不清楚 ●

重稀土元素 高 ●

輕稀土元素 高 ●

金屬矽 不知

錫 低 ● /○

鎢絲 中 ● /○

釩 低 ○

資料來源：Bo M. Stensgaard et al. (2016)

格陵蘭通過《礦物資源法》及《大規模計畫法》後，中國對格陵蘭的礦物資

源興趣遽增，特別表現在李克強 2011年破格接見格陵蘭產業暨天然資源部長伯特
森，接著 2012年胡錦濤訪問丹麥、伯特森也訪問中國。這麼密集的互訪，顯示中
國對格陵蘭的天然資源有極高興趣。

中國的興趣主要緣於兩個原因，一是隨其經濟快速發展對於原物料增加的需

求，例如石油，2017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它的石油消費
成長約占全球石油消費成長的 1/3，依照估計，若趨勢不變，到 2030年代，中國
的石油進口將占其總體石油消費的 80-90%，即使屆時中國實施的節能計畫成功實
現，它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仍然高達 60%（Madaus 2016, 1-2）。再如錫金屬，中國
2005∼2015年對錫金屬的需求增加率高達 122%，同一期間國際對錫的需求僅增加
31%，可見中國對錫金屬需求量之大（Andersson, Zeuthen, and Kalvig 2018 , 5）。
這些中國的需求，都可以從格陵蘭獲得部分滿足，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中國欲強化對

戰略性礦產供給的控制，格陵蘭蘊藏許多中國認定的戰略性礦產，其中最受國際關

注的是稀土。
6

６

從資源政治的兩面性來看，中國顯然採取了合作的面向。自 2009 年起，中
國即參與格陵蘭的四項大型天然資源開發計畫，第一項是江西銅業集團與格陵蘭

註６	  中國列為「戰略性礦產」的礦物，是對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求有
影響的礦物。中國將這些礦物區分為能源礦產、金屬礦產與非金屬礦產，將包括石油、天然氣、煤

炭、稀土、晶質石墨等 24種礦物列入戰略性礦產目錄，作為礦產資源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的重點對
象 （中國國土資源部等 2016）。



146　中國大陸研究第 64卷第 3期

北歐礦業合作的魏格納半島銅礦開採計畫（Wegener Halvo Copper Project），除
了開採銅礦，也開採鋅和鉛等礦產；第二項是中國有色金屬建設公司 2014年與澳
洲的格陵蘭礦產能源公司（Greenland Minerals and Energy）合作，在格陵蘭克瓦
納灣（Kvanefjeld）開採稀土與鈾礦的檸檬峽基礎金屬計畫（Citronen Base Metal 
Project）；

7

７第三項是俊安集團 2015年接受破產的倫敦礦業（London Mining）伊
蘇華鐵礦石項目（Isua Iron Ore），這個項目是中國首個擁有完全控制權的北極天
然資源投資計畫；第四項是中國盛和資源控股公司 2016年取得澳洲格陵蘭礦產能
源公司的克瓦納灣稀土計畫 12.5%項目股權，這個計畫也是主要針對格陵蘭的稀
土開採（Jiang 2018; Wishnick 2017, 47-48）。雖然中國目前並非是格陵蘭天然資源
的最大外來投資者，但表現出的積極意圖已引起國際矚目。

二、氣侯與科學研究價值

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緣性，格陵蘭在全球氣候系統占有重要地位。如前所言，二

戰期間，盟軍和德國均在格陵蘭島上設立氣象戰，格陵蘭的氣象資訊也成為決定盟

軍歐洲戰場勝利的重要關鍵，此一結果符合前文提及的邊緣地帶論，格陵蘭的重要

戰略地位也吸引中國的注意。

格陵蘭是全球最大的島以及北美第三大區域，島上 80% 的土地為冰層所覆
蓋，這些冰層在氣候系統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這些廣大的冰層能夠將太陽光

折射回大氣層，藉由冰雪反射效應（Albedo Effect）緩和大氣溫度；另一方面，冰
層的融水流入海洋也可緩和海洋環流模式。然而，隨著全球暖化，北極均溫高達地

球均溫兩倍，導致格陵蘭冰層大量融化流失，不僅減少陽光反射量造成全球暖化惡

化，同時大量融水流入海洋也造成海平面上升（Adamson 2017）。
格陵蘭和其他北極區域發生的上述現象已經對全世界造成影響，中國自認也受

到衝擊。中國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長馬德毅曾表示：「如果南北極冰蓋全

部融化，中國東部的海岸線將後退 400公里，廣州、廈門、上海、天津等人口最
集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將變成一片汪洋。」他指出，許多研究已經證明 2007年
9月北極海冰消融惡化與 2008年初大陸南方冰凍雪害有直接的相關（閻亢宗 2014, 

註７	  除了中國外，目前投資格陵蘭鈾礦探勘或開採的國家和企業包括：澳洲的總理礦產有限公司（Prime 
Minerals Ltd）、格陵蘭礦產和能源有限公司（Greenland Minerals and Energy Ltd）、拉姆資源有限公
司（Ram Resources Ltd）、坦布利茲格陵蘭礦業 A / S（TANBREEZ Mining Greenland A/S）；英國的
藍鳥礦業有限公司（Bluejay Mining plc）；法國的阿海琺公司（Orano）（WIS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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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自身受到北極暖化直接影響為由，中國也積極開展對格陵蘭和北極的科學
研究。

2016年，中國與格陵蘭政府簽訂含蓋範圍廣泛的《關於科學合作的諒解備忘
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Research and 
the Church of Greenland on Scientific Cooperation），

8

８之後中國即著手推動在格陵

蘭興建科研設施，包括占地 2000平方公尺的研究站，中國打算在這個研究站長駐
15-20名研究人員；

9

９此外，中國也打算興建衛星接收站，但因為雙方的科學合作

不透明，且中國的科學設施有可能用作軍事用途，故已引起爭議（Gad et al. 2018, 
17; Pelaudeix 2018, 4）。

三、觀光旅遊的經濟潛力

格陵蘭有許多特殊地形及特有的原住民文化，提供了有別於其他地區的觀光資

源，隨著全球暖化增加可接近性，近年來吸引越來越多的國際觀光客。自 2015年
格陵蘭首次紀錄觀光客人數以來，至格陵蘭觀光旅遊的人數即迅速增加，根據格陵

蘭發布的《2016∼2019旅遊策略》（Tourism Strategy 2016∼2019），當年航空旅
遊的人數較 2014年增加 11.3%，郵輪旅遊的人數增加 10.8%（Visit Greenland 2016, 
7, 9-10），至 2017年為止，到訪格陵蘭的國際觀光客平均以每年 10%的速度增加
（Little 2019）。

來自中國的遊客也加入了格陵蘭旅遊熱潮，2015 年首次統計中，中國即擠
進全球赴格陵蘭旅遊的前十大名單（1.7%），成為唯一上榜的亞洲國家（Visit 
Greenland 2016, 10）。雖然赴格陵蘭的中國旅客總量仍不高，但未來潛力可觀，
隨著中國消費力崛起，北極旅遊已在中國造成一股風潮，以鄰近格陵蘭的冰島為

例，2016年前往冰島旅遊的中國觀光客較 2011年大幅增加了 6.6倍（Bislev and 
Smed 2018, 30）；中國的觀光客也是俄羅斯北極地區的最大觀光客來源（Allington 
and Lee 2018）。這些中國旅客不但為北極國家 /地區引入經濟活水，也成為中國
旅遊產業搶食的一塊大餅，2015年在中國舉行推銷格陵蘭和冰島觀光的貿易展，

註８	  根據備忘錄第二條「合作領域」，兩國科學合作的範圍包括大氣、冰川、高空物理、海洋、海冰、
環境、生態、生物、地質等多學科的北極科研及後勤保障合作（Internet Resources 2016）。

註９	  目前在格陵蘭設置的科研站仍以丹麥為主，共設立了 12個科研站，其他國家除了中國在籌建中，美
國設置了 2個科研站，英國設置了 1個科研站（Wikipedi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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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的中國旅遊業者高達 300家（Visit Greenland 2015），可見格陵蘭和北極旅遊
商機受到重視。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格陵蘭的觀光旅遊價值可為中國帶來經濟的利益，而

經濟是國力的重要構成元素。格陵蘭觀光旅遊衍生的經濟利益不僅表現在旅遊人數

的攀升，也表現在其他的附加效益，最主要的就是相關硬體設施的建設。如表 2所
示，自 2005年起，格陵蘭即尋求中國投資改善機場設施推動該島觀光，2017年格
陵蘭總理基爾森訪中，再度表達同樣希望。格陵蘭爭取中國投資的願望正好契合

中國推動「冰上絲綢之路」戰略，雙方一拍即合，讓中國國營中國交通建設公司

2018年與其他 5家國際企業入圍格陵蘭機場投資案，但這筆投資最後在美國、丹
麥的阻擋下胎死腹中（Gronholt-Pedersen 2019）。雖然如此，中國投入格陵蘭機場
建設顯示該島觀光旅遊潛力受到重視，同時藉由這類投資，中國也可望取得其他重

要的附加利益。
10

１

四、軍事戰略價值

格陵蘭所在的北極地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緣戰略性，從地理上看，世界主要

大國和軍事強國都在北半球，而北極點是至各大國平均距離之和最小的點，因此北

極是大國搶占軍事優勢最佳的戰略置高點。除此之外，北極厚重冰層也可提供潛艦

極佳的隱蔽位置和安全的水下彈道導彈發射陣地。冷戰時期，美國在北極部署戰略

核潛艦、彈道導彈和戰機等龐大武力，並與加拿大聯合成立「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th American Aerospace Defense Command, NORAD）。蘇聯不甘示弱，也派
出海軍最精銳的「颱風級」（Typhoon Class）核動力導彈潛艦常年在北極海域巡
弋，執行核戰略嚇阻巡航（閻亢宗 2015, 84），顯示兩大超強為維持軍事優勢，都
不願在北極缺席。

就格陵蘭而言，它的軍事戰略重要性自二次大戰就被凸顯出來，特別表現在兩

個面向。首先，這個世界最大島是連接北美和歐洲的最短航線必經之地，同時也位

於美國通往俄羅斯距離最短的通道上，因此被美國納入北美防衛的範圍。目前美國

在格陵蘭的圖勒（Thule）設有空軍基地，此一基地是美國部署於最北方的基地，

註１	  2011年中國「中坤投資集團」欲購買冰島大片土地興建旅遊觀光設施，但這筆購地案最後同樣遭冰
島政府以安全理由拒絕。當時外界對中國意圖的質疑包括：中國可能在此興建海軍基地和監聽站等

軍事設施、打算搶占冰島在北極航道的優勢地位、藉此取得冰島豐富的天然資源等。從另一個角度

看，這些質疑理由也是中國開發北極觀光旅遊資源可獲得的附加效益（Higgi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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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格陵蘭唯一的外國基地。除了部署戰機、轟炸機還部署了雷達，能夠監控所有

北極上空的飛行器，並向美國軍方提交全球洲際導彈的攻擊評估。2013年俄羅斯
組建北極部隊後，美國進一步強化圖勒基地的軍事能力，在基地部署了彈道導彈預

警系統，能夠在電離層擊毀飛越北極地平線的導彈。除此之外，美國還在格陵蘭西

北部增設軍事雷達，使格陵蘭成為美國全球反導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肖洋 2018, 
85）。

格陵蘭另外一個軍事價值是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極地氣候，讓它能夠掌握到

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天氣變化，這種氣象情報（Meteorological Intelligence）直接
影響軍事部署和船艦航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即在格陵蘭建立四座秘密的氣象

站，但都被聯軍發現（Wikipedia 2019）。後來聯軍在格陵蘭設置的氣象站對反攻
德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4年 6月聯軍反攻歐洲大陸發動的 D-Day行動，格陵
蘭氣象站提供的氣象報告發揮了關鍵功能，這個戰役的成功經驗並讓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於戰後所作的基地評估報告，將格陵蘭納入北大西洋的軍事前進基地名單

（Rasmussen 2013, 9）。
雖然中國從未表明它對格陵蘭的軍事野心，但上述格陵蘭的軍事戰略價值對中

國有很大的意義和吸引力，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看。首先，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國

家會盡可能攫取最大的權力，特別是攻勢現勢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國
家因為要確保生存所以會極大化它的權力，最後的目標則是要取得霸權，而軍事力

量是最重要的國家權力形式（Mearsheimer 2010, 72, 75），故格陵蘭的軍事價值對
強化中國的權力很重要；其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為國家戰略的最終目標，他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的強國夢，對軍隊

來講也是強軍夢（馬振坤 2019, 2-3）。」基於格陵蘭的軍事價值對強化及投射中
國軍力有幫助，中國自然有在格陵蘭取得軍事立足點的動機；第三，中國人民解放

軍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於 2014 年 6 月公布的《戰略評估 2013》報告，首
度以官方軍事文件討論北極問題。戰略評估指出，中國地處北半球，在北極地區具

有重要戰略利益，關乎國家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及國家安全。中國有分享區域及其

資源的權利，有權進入北極公海地區，行使包括海洋科學研究在內的公海自由（每

日頭條 2014）。顯示雖然中國沒有直接論及格陵蘭的軍事價值，但解放軍卻已注
意到格陵蘭所處的北極戰略價值。



150　中國大陸研究第 64卷第 3期

伍、中國面臨的國際疑慮與困境

如前所言，現實主義認為每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行動抱持懷疑的態度，如現

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2010, 74）所言，國家之間不存在信
任，這種心態受到無政府的國際體系進一步強化。這樣的疑慮同樣呈現在中國對格

陵蘭的意圖，它反映在格陵蘭宗主國丹麥對中國的戒心，也反映在丹麥、美國等國

家對中國軍事及掌控稀土意圖的質疑，同時也反映在中國投資可能導致社會傾銷及

環保問題引起的爭議，這些疑慮也成為中國開展與格陵蘭關係面臨的困境。

一、丹麥的戒心及丹、格的政治糾葛

如前所言，現實主義下的國際體系，國家之間充滿疑慮和戒心，這也表現在丹

麥對中國在格陵蘭扮演的角色上。自 2012年中國強化對格陵蘭的投資以來，中國
即成為丹麥國防情報局（The Danish Defence Intelligence Service）年度《情報風險
評估報告》（Intelligence Risk Assessment）的目標，當年情報風險評估報告將中國
對格陵蘭的興趣置於對北極整體情勢的討論部分，重點放在中國對格陵蘭礦產的投

資，且表示「仍不清楚中國如何尋求其北極利益」（DDIS 2018, 12）。隨著中國
對格陵蘭興趣逐漸提高，丹麥對中國的戒心也同步提高。在 2018年公布的《情報
風險評估報告》中，丹麥不但專章討論「中國的北極戰略」，還在該章專節討論中

國對格陵蘭的興趣，報告不僅指出中國對格陵蘭的天然資源有興趣，還包括研究、

基礎建設、文化議題和旅遊。報告還指出，鑑於中國的企業與政府有密切關聯，中

國對格陵蘭的大規模投資將帶來風險，隨著中國對戰略性資源的投資增加，潛在的

政治干預和壓力也會隨之增加（DDIS 2018, 38）。
丹麥的疑慮不僅來自擔心中國可能控制格陵蘭的天然資源，也擔心中國投資

增加的政治甚至是軍事影響力，這個疑慮導致丹麥直接干預中國對格陵蘭的投資。

例如丹麥認為中國欲開採克瓦納灣的鈾礦和稀土事涉格陵蘭安全，依照《自治政府

法》核准權應屬於丹麥（Lanteigne 2014, 22-23），這個爭議雖然在 2016年因丹麥
同意放行而解決，但存在丹麥與格陵蘭權力界限的模糊地帶並未因此釐清。2016
年，中國俊安集團原計劃購買格陵蘭的一個廢棄海軍基地，但被丹麥政府以國防安

全為由介入阻擋。2018年，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將參與格陵蘭新機場
的標案，丹麥又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擋這筆交易，這起事件也導致追求格陵蘭獨立的

百分制政黨宣布退出執政聯盟（Andersson, Zeuthen, and Kalvig 201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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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政治的角度看，對於格陵蘭而言，吸引外來投資是格陵蘭降低對丹麥

依賴追求獨立的主要途徑，這也因此提高了中國對於格陵蘭的重要性。格陵蘭產

業暨天然資源部長伯特森 2011年訪問中國尋求投資時就明言，格陵蘭的礦業是其
發展經濟「擺脫對丹麥依賴」的關鍵，因此，格陵蘭會追求成為一個礦產資源國

（Lackenbauer et al. 2018, 106）。這無疑讓格陵蘭和丹麥處在一個對立的局面，後
者擔心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圖，但前者認為這根本是丹麥的私心自用。如格陵蘭著名

歷史學者索里夫森（Daniel Thorleifsen）所言：「在格陵蘭，這（丹麥的憂慮）被
理解為歐洲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衝突，不是我們關心的事情。許多人認為丹麥只是想

保留格陵蘭，因此不希望中國加入。」丹麥阻擋中國購買廢棄海軍基地及投資新機

場，都被格陵蘭人理解為是上述心態所致（Gad et al. 2018, 12）。
對於國際分離主義，中國始終抱持忌憚態度，從科索沃到烏克蘭問題，都可以

看到相同的態度，這主要緣自它本身也面臨新疆、西藏、臺灣和香港獨立的問題，

故中國對國際分離主義通常採取「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方式應對。基於此一

原因，中國一直謹慎避免造成支持格陵蘭獨立的印象，也極力避免捲入丹麥與格陵

蘭的衝突，故在強化對格陵蘭投資時，也同步強化和丹麥的關係，胡錦濤 2012年
訪問丹麥就有部分出自此一考量。雖然如此，中國仍然很難擺脫丹麥的疑慮和夾在

丹麥與格陵蘭之間的左右為難，前者最明顯的例子是兩國 2017年簽署的《中丹聯
合工作方案（2017∼2020）》，其中述及的 58項合作內容中竟無一項觸及北極合
作（中國國務院 2017）。後者則緣自隨著中國開展「一帶一路」與「冰上絲綢之
路」，必然強化對格陵蘭礦產與基礎建設的投資，這將進一步升高丹麥對中國的疑

慮，也將使中國更難擺脫夾在格陵蘭與丹麥之間的困境。

二、不明軍事意圖引起的戒心

如前所言，軍事是現實主義下除經濟之外的另一國家主要權力形式，也是無政

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保障國家安全最主要的途徑。中國雖然並未表露它對北極的軍

事意圖，但它的軍事影響力卻一直受到矚目。丹麥 2018年《情報風險評估報告》
有多處提到中國的軍事能力。報告指出中國有非常高的網路科技能力，中國發動的

網路戰難以偵測，國際上也指責它對全世界的公私部門進行網路間諜活動。在論及

北極時，報告指出，北極過去並非是解放軍的優先區域，但這種情形近年來已發生

改變，解放軍已開始強化對北極的瞭解。這主要緣於世界各強權已將北極作為彈道

飛彈潛艦、戰略空中運輸和導彈攻擊早期預警系統的活動區域，進出北極已成為中

國軍事戰略的重要部分（DDIS 2018, 1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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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軍事意圖的疑慮是丹麥阻擋中國參與格陵蘭投資的主因之一，另外

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態度。丹麥和美國 1951年締結防衛條約，給予美國軍隊在
格陵蘭享有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利（Rashmi 2019, 17），丹麥非常重視與美國的安全
合作關係，在 2016年公布的《變革時期的丹麥外交與防務》（Udredning: Dansk 
diplomati og forsvar i en brydningstid）中共列出六項議題，其中一項是「加強在格
陵蘭的防務力量」，在其列出的四項任務中，第一項即是「鞏固與美國的軍事合

作」（肖洋 2018, 79）。美國在格陵蘭設置的圖勒空軍基地對美國北境的飛彈防禦
非常重要，而中國對格陵蘭經濟的積極開發，已給美國在島上的軍事設施帶來潛在

威脅，也構成丹、美安全合作的挑戰。

事實上，美國確實對中國在北極的軍事威脅發出了警告。美國國防部公布的

《2019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首度以專題方式說明中國在北極的活動及潛在
軍事影響，除了點出中國的「冰上絲綢之路」、「近北極國家」定位以及對北極天

然資源及北極航道的興趣，並特別指出中國的破冰船和在北極的研究活動可能強化

它在此一區域的軍事存在，包括部署潛艦。報告也同時指出中國對格陵蘭的興趣已

引起丹麥的關注（U.S. DOD 2019, 114）。
美國對中國在格陵蘭的潛在軍事挑戰不僅表現在口頭上，也表現在實際動

作上。當中國交通建設公司表示將參與格陵蘭新機場的標案時，丹麥政府最初

並未反對，但美國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首席副助理國防部長維爾巴傑（Katie 
Wheelbarger）公開質疑中國的意圖及中國可能以經濟力量在格陵蘭建立它的軍事
存在（Lucht 2018）。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im Mattis）甚至親自會見丹麥國防
部長弗雷德里克森（Claus Hjort Frederiksen）討論此事，弗雷德里克森會後公開表
示，美國非常關注中國對格陵蘭的投資，並舉出中國軍事化南海的例子，希望可以

作為格陵蘭機場開發案的前車之鑑（Breum 2018）。這次會晤後，丹麥決定干預
此案，以提供部分投資阻擋中國對格陵蘭機場的投資，凸顯美、丹對中國的軍事戒

心。
11

１

註１	  歐洲議會研究服務局（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在提出的《中國的北極政策：中國
如何結合權利與利益》（China's Arctic policy: How China aligns rights and interests）研究報告中指出，
中國軍民兩用科技的發展，有助其實現高精度的衛星導航以及導彈的定位和定時；中國的科學研究

還增強了它的海基核威懾能力。報告還將 2015年中國 5艘軍艦穿越阿拉斯加海岸的美國領海，列
為中國在北極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可見歐盟也非常關注中國在北極的軍事意圖及能力（Grieg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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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壟斷稀土供給意圖引起關注

與安全相關的另一議題是中國對格陵蘭稀土的興趣，已引起各國關注。如前

所言，現實主義認為天然資源與國際權力政治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學者克萊爾更認

為，隨著冷戰結束以及新經濟強權的崛起，國際關係會日益聚焦於高價值天然資源

的取得和控制。就格陵蘭而言，儲藏豐富的稀土正陷於國際權力的競爭之中。

稀土是化學元素週期表中 17種化學元素的統稱，在現代工業、綠色科技和國
防軍事中應用廣泛。格陵蘭的稀土蘊藏量約占全球 9.16%，是歐洲最有開採潛力的
礦場，位於南部的克瓦納灣是全球稀土儲量最大的礦場（Pelaudeix 2018, 3）。如
圖 1所示，全球稀土主要礦場中克瓦納灣的儲量最為豐富，占比達 36%，超過居
次位於中國蒙古的白雲鄂博礦區（32%），過去由於開採不易且格陵蘭針對放射性
物質訂有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所以格陵蘭稀土潛能未被開發，但
2013年格陵蘭全民公投推翻了這項禁令（Lanteigne 2014, 22），鋪平了稀土開發
道路，也使格陵蘭龐大的稀土潛能吸引包括中國在內各國的矚目。

如前所言，中國有色金屬建設公司 2014年與澳洲的格陵蘭礦產能源公司合作
在格陵蘭克瓦納灣開採稀土，中國盛和資源控股公司 2016年取得澳洲格陵蘭礦產
能源公司的克瓦納灣稀土計畫 12.5%項目股權，中國在格陵蘭的稀土開採計畫之
所以引起國際疑慮，原因之一是這些企業與中國官方的關係。中國有色金屬建設公

司是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中國盛和資源控股公司雖然只是四川的地方企業，但

它的最大股東是國土資源部下屬單位中國地質科學院礦產綜合利用研究所（Jiang 
2018）。這些濃厚的官方色彩，讓各國對中國的意圖質疑，而中國的一些作為也
強化了這些質疑，例如中國盛和資源控股公司 2019年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合資成立
中國核工業華盛礦業合資企業，這家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將格陵蘭稀土運回中國，從

圖 1　主要國家稀土礦場儲量比例

資料來源：Australian Uraniu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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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煉出鈾和釷放射性金屬（Lanteigne and Shi 2019），這兩種金屬都可作為軍事
用途，令人懷疑中國的用心。

中國對全球稀土近乎壟斷的控制以及過去紀錄也讓各國心存忌憚。目前全球稀

土礦石加工原料至少 85%來自中國，單單美國 2014∼2017年的稀土進口就有 80%
來自中國（Reuters 2019），這種近乎壟斷性的控制讓稀土成為中國施展影響力的
有力籌碼，而中國也確實運用過這個籌碼。2010年，中國與日本發生釣魚臺海域
撞船扣人事件，中國要求日本放人並威脅停止對日輸出稀土，最後迫使日本就範

（Lanteigne 2014, 21）。2019年 5月，值中國和美國貿易戰方酣之際，習近平訪
問江西一家稀土磁鐵製造廠，被認為是中國向美國暗示不排除打「稀土牌」（自由

時報 2019）。另一方面，中國 2010年曾以減少污染和保護稀土資源為由宣布限制
稀土出口，被歐盟、日本、美國等國告上世界貿易組織，雖然最後中國敗訴，卻凸

顯中國控制稀土供給的潛在威脅（Lanteigne 2014, 21-22）。上述中國壟斷稀土供
給的能力及控制稀土供給的歷史，讓各國對中國在格陵蘭稀土的投資充滿戒心。

12

１

中國開採格陵蘭稀土的舉動不僅面臨國際上的質疑聲浪，也開始受到來自格陵

蘭內部的阻力。2021年 4月舉行的格陵蘭國會大選，反對克瓦納灣採礦計畫的因
紐特人共同體黨，擊敗長久以來支持該計畫的前進黨，取得國會最大黨地位和籌組

聯合政府的資格。鑑於中國的盛和資源控股公司是該計畫最大股東，格陵蘭的選舉

結果無疑對此一計畫產生重大衝擊，也是未來中國能否順利開採克瓦納灣稀土的一

大變數（Takeuchi 2021）。同時由於稀土已成為影響美、中科技戰與貿易戰等的因
素之一，該計畫未來的發展結果也勢將牽動美、中關係的演變。

四、社會傾銷及環保爭議

中國在格陵蘭的投資也引起社會傾銷及環保的爭議，所謂社會傾銷是指投資

註１	  歐盟國際合作暨發展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提交給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一份名為《格陵蘭決策的外部分析》（External 
Evaluation of the Greenland Decision）報告中指出，對歐盟最重要的礦產資源是稀土元素。 目前，中
國控制著大部分稀土提取，這可能構成（歐盟）未來供應短缺的風險，可見得歐盟對中國控制稀土

的疑慮。另外，由丹麥政政府資助的丹麥國際研究所（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提出的一份名為《單純生意？中國在格陵蘭的投資引起美國關注》（Strictly busines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Greenland raise US concerns）報告中，指出兩個中國在格陵蘭受到關注的工程，其
中之一即是在克瓦納灣的稀土開採計畫（The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11; DII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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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了節省勞動成本僱用較當地勞工廉價的外地勞工。這可能衍生出三個問題，

一是外來移工會遷移到企業投資地與當地勞工競爭；二是投資地的薪資會被外來移

工拉低；三是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外來投資而陷入所謂的社會政策機制競爭（Social 
Policy Regime Competition），降低勞動和社會條件以迎合投資企業降低成本的需
求（Wikipedia 2019），此一疑慮在格陵蘭內部和丹麥已引起討論。

引發討論的觸因是格陵蘭議會為了讓採礦業者降低成本而於 2012年通過一項
放鬆工作條件和勞工薪資等的法案，這個法案引起丹麥的反對，除了因為這被視為

格陵蘭朝向獨立的象徵，也被認為格陵蘭可能成為另一個非洲，對當地經濟、社

會和文化將產生負面的影響。在格陵蘭內部也引起反對，主要的反對理由是本土

的因紐特人（Inuit）薪資會被外籍勞工降低（Rasmussen 2013, 20; Gad et al. 2018, 
10）。這個爭議成為 2013年格陵蘭議會選舉的爭辯議題，當年主張審慎處理外來
投資的中間偏左反對黨前進黨擊敗主張發展政策的執政黨因紐特人共同體黨（Inuit 
Ataqatigiit）。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曾報導指出，執政黨敗選顯示格陵蘭選民
害怕政府將利益出賣給中國和外國跨國公司（Lackenbauer et al. 2018, 107-108）。

對於中國而言，這是它投資格陵蘭面對的困境之一。格陵蘭人口不足 6萬，採
礦需要的專業勞工遠遠不敷所需。中國國營四川鑫冶礦業投資公司曾於 2011年與
英國倫敦礦業公司談判在格陵蘭採礦合作，根據它的估算，開發案初期需要 700名
員工，高峰期需要 3000人。倫敦礦業則估計本土工人只能滿足 10%建築工需求和
55%的採礦需求，其餘都必須引入外勞。這還只是這個個案的預估，根據廣泛性
的預估，格陵蘭所有的開發案若進行，必須引入 1萬至 2萬名外勞（Lackenbauer 
et al. 2018, 107）。這種投資必須的勞動力需求與格陵蘭及丹麥對於引進外勞的疑
慮之間的鴻溝，是中國投資格陵蘭面臨的阻力之一。

除此之外，中國投資可能衍生的環保問題也是引起爭論的焦點。環保問題是

資源政治關心的重大議題，布雷施維茨等人（Bleischwitz et al. 2012, 10, 13）在其
所著的《國際資源政治：新挑戰要求綠色經濟採取新的治理方法》（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New challenges demanding new governance approaches for a green 
economy）一書中，認為重要資源短缺將引發兩大挑戰，一個是在國際上克服人
權、貧困和自由的社會政治挑戰；另一即是克服重要資源生命週期所帶來的環境

影響挑戰。他們提出的建議除了強調國際合作，另外也提出重要資源的「重要」

（Criticality）應是一種多面向概念，應該納入環境面向和人權的考量。
中國本身的環保紀錄聲名狼藉，位於內蒙古的稀土最大礦區白雲鄂博自 1958

年開採以來，稀土工廠竟將超過 7萬噸的放射性金屬釷排放至湖中，造成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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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大量死亡。2000年以來，地方媒體開始報導癌症村的新聞，因為這些湖距
離黃河很近，已被形容為定時炸彈。另外一個稀土礦區江西省贛州也有放射性污染

的問題，中國官方估計過去 20年來清理復原的費用已達到 55億美元（Hongqiao 
2017）。這些不良紀錄很難讓人對中國在格陵蘭的投資產生信心，

13

１除此之外，環

保爭議還涉及到另一問題，格陵蘭一些地區正在申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這些地

區也是礦區，礦區開發勢必會破壞這些具有古老歷史的文化遺產，兩者的衝突也成

為不同意見爭論的焦點（Wishnick 2017, 48）。

陸、結論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是國際體系的最重要行為者，每一

個國家為了維護國家生存和安全都會極大化利益和權力，如同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

所言：「政治現實主義處理國際政治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由權力界定的利益。」又因

為這些利益會影響到國家的權力分配，故國家之間會陷入彼此的猜疑，並且力圖阻

擋其他國家獲得更大的利益。

現實主義關於國際體系的描述適用於北極，北極區域並無一個最高的權力仲裁

者，因此區域內外國家是參與及決定北極事務的最主要行為者，每一個（準）國家

都在追求和強化自己的利益和權力，包括格陵蘭和中國。

格陵蘭將追求政治獨立作為其主要利益，2009年《自治政府法》生效後，格
陵蘭進一步朝脫離丹麥的目標邁進，惟格陵蘭深知經濟和財政自主是達到政治獨立

的前提和關鍵，故開始運用本身豐富的天然資源作為資源政治的資本。在爭取經濟

與財政自主過程中，2009年通過的《礦物資源法》和 2012年通過的《大規模計畫
法》提供了格陵蘭很大的助力，而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格陵蘭非常希望能獲得美

國支持以作為平衡丹麥的力量，這是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思維，但美國並未表達

支持之意，使得格陵蘭必須援引其他的權力平衡力量和能夠支援它經濟發展的支

持，這促使其將目標指向中國。為了爭取中國投資，格陵蘭自治政府絡繹不絕奔赴

中國，也產生具體的成果。

格陵蘭欲借中國之力發展經濟，與中國欲取得格陵蘭資源一拍即合。格陵蘭對

註１	  中國企業在格陵蘭克瓦納灣的投資，並打算將開採的稀土、鈾礦和釷礦運回中國的計畫，便引起格
陵蘭紐特人共同體黨對可能產生的環境衝擊質疑（Lanteigne and Sh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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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四項利益，首先是格陵蘭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自 2009年起，中國即參與
格陵蘭四項大型天然資源開發計畫。中國的興趣主要緣於兩個原因，一是隨其經濟

快速發展對於原物料增加的需求，二是格陵蘭擁有許多戰略性礦產，中國若能取得

可增加對這些礦產供給的控制。第二個利益是格陵蘭氣侯與科學研究的價值，格陵

蘭在全球氣候系統占有重要地位，中國也自認受到格陵蘭和其他北極區域發生氣候

變遷現象的影響，在此認知下，中國已著手推動在格陵蘭興建科研設施。

第三個利益是格陵蘭觀光旅遊的經濟潛力，近年來至格陵蘭觀光旅遊的國際觀

光客迅速增加，對於中國而言，它的興趣不僅在於極富潛力的觀光旅遊直接效益，

也在於隨觀光旅遊而來興建相關基礎設施的附加效益。最後一項利益是格陵蘭的軍

事戰略價值，這主要表現在兩個面向。首先，格陵蘭是連接北美和歐洲的最短航線

必經之地，同時也位於美國通往俄羅斯距離最短的通道上，其次是格陵蘭的氣象情

報直接影響軍事部署和船艦航行。雖然中國從未表明它對格陵蘭的軍事野心，但對

追求「強國夢」與「強軍夢」的中國而言，格陵蘭的軍事戰略價值有很大的吸引力。

根據現實主義，利益之爭會影響權力分配，因此國家對彼此的行為會抱持懷疑

態度，中國在開展與格陵蘭關係時同樣引發國際的疑慮。首先是丹麥對於中國升高

的戒心，丹麥不僅擔心中國可能控制格陵蘭的天然資源，也擔心中國投資將增加它

對格陵蘭的政治甚至是軍事影響力，進而影響格陵蘭的獨立問題，這也使得中國無

可避免陷於丹麥與格陵蘭的爭議中。其次是對於中國不明軍事意圖的疑慮，丹麥公

布的《情報風險評估報告》對於中國的軍事多所著墨，出於安全的考量也阻擋中國

參與格陵蘭的投資，除此之外，美國也擔心中國對格陵蘭經濟的積極開發，會對它

在島上的軍事設施帶來潛在威脅，因此也積極阻擋中國的投資。

對中國的第三個主要疑慮來自中國可能壟斷稀土供給的質疑，目前全球稀土礦

石加工原料至少 85%來自中國，中國若控制格陵蘭的稀土，將增加中國控制全球
稀土供應的能力，這種能力可轉換成外交的籌碼，而事實上無論是在 2010年中國
與日本釣魚臺海域撞船扣人事件中或是中、美貿易戰中，中國都曾運用或威脅運用

這個籌碼。此外，稀土在軍事上的應用也是增加國際疑慮的原因；最後一項疑慮來

自中國投資可能引起社會傾銷和環保問題，丹麥擔心中國的投資可能使格陵蘭成為

另一個非洲，中國勞工的引入可能降低本土勞工薪資，在格陵蘭內部也引起爭議。

除此之外，鑑於中國的環保紀錄聲名狼藉，在格陵蘭的投資也可能衝擊當地的環

境。

緣於全球暖化的影響，中國升高了對格陵蘭的興趣，中國在格陵蘭的一舉一動

也受到國際注意。囿於篇幅限制，本文無法針對中國與格陵蘭關係的發展進行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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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分析，但若干面向未來值得做進一步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格陵蘭在中國的

北極戰略中扮演何種角色？

在 2018年中國公布最為完整的《中國的北極政策》文件中，首度將開發「冰
上絲綢之路」列入官方政策文件中（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8）。2021年公布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
要》中，再度重申了「冰上絲綢之路」（新華社 2021）。同時在《中國的北極政
策》說明「依法合理利用北極資源」時，共列出了四個面向，包括「參與北極航道

開發利用」、「參與油氣和礦產等非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參與漁業等生物資

源的養護和利用」及「參與旅遊資源開發」（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8）。格
陵蘭在中國上述開發「冰上絲綢之路」的明示目的與未明示目的包括軍事用途等，

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部分在本文中已有敘述（如開發油氣礦產），未能敘及的部分

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究。

除此之外，美國與中國在包括北極在內的全球競爭格局下，格陵蘭的角色也值

得進一步研究。美國近年來對北極的態度由消極轉向積極，主要是針對俄羅斯和中

國在北極日益活躍的行為。針對中國對格陵蘭稀土等礦產及其他方面展現的興趣，

以及中國潛在的軍事意圖，美國除了公開表示疑慮，並採取實際的反制動作，如前

所言，美國 2020年宣布提供格陵蘭 1210萬美元的援助，也決定在格陵蘭首府努克
設立領事館；此外，美國國務院也於 2021年撥款 300萬美元，推動協助提升格陵
蘭礦產開發和教育能力的兩項計畫（Bykova 2021）。這些行動顯示美國重視中國
對格陵蘭的意圖，並決定遏制此一意圖。未來，美國、中國及格陵蘭 /丹麥之間的
互動，及其產生的影響，是值得觀察與研究的對象。

*　　*　　*

（收件：109年 9月 2日，接受：110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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