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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苏联制定国家层面的北极开发政策始于 ２０ 世纪初ꎮ １９２０ 年

苏维埃国家制定北方开发计划ꎬ 在北海航线运输、 科学研究和能源勘探领域取得

初步成效ꎮ 进入 ３０ 年代ꎬ 苏联政府提出并制定北方社会主义开发方案ꎬ 开展以

港口城市和工业综合体为核心的工业基地建设ꎬ 重点建设能源工业基地ꎮ 二战

后ꎬ 苏联继续实施北极地区和北方海路开发计划ꎬ 在地质勘探、 油气资源开发、
科学考察以及保障北海航线畅通方面取得不少成就ꎮ 六七十年代ꎬ 科学家们提出

北极地区综合开发思想ꎬ 并于 ８０ 年代初制定区域生产综合体开发计划ꎮ 但是ꎬ
苏联在北极开发和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动员型经济和举国体制所固有的弊端和问

题: 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方法ꎬ 无视经济规律和环境保护ꎬ 实行强制性劳动ꎬ 投

入多成效少等ꎮ 新俄罗斯在北极开发和重建方面应当在继承苏联时期成就的基础

上总结经验和教训ꎬ 遵循经济规律ꎬ 避免历史错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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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世纪前ꎬ 俄国在俄属北极陆地区和北冰洋海域的活动主要集中于地理探

险和考察ꎮ 其时ꎬ 北方沿海居民、 商人、 地理探险家和旅行者们在欧亚大陆的北

冰洋沿岸、 岛屿和冰原上探险、 考察和从事商业活动ꎬ 对北极陆地区域和北冰洋

海域地理地貌、 水文气象以及北方航道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ꎮ １８ 世纪中期ꎬ
俄国百科全书式科学家、 科学院院士 М В 罗蒙诺索夫最先提出北极空间对国家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ꎬ 对北极的科学研究自此开始ꎮ １９ 世纪末ꎬ 在财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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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维特的积极推动下ꎬ 沙皇政府初步尝试开发北极地区经济与北方航道①ꎬ 在基

础设施建设、 船舶制造和北方海域航行等方面均有所成就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北方航

道实现分航段通航ꎬ 但在单一导航的条件下从科拉半岛航行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并

返航还存在诸多困难ꎮ 据统计ꎬ 自 １８７４ 年至 １９１９ 年ꎬ 喀拉海考察队 (以下简称

“喀拉考察队”)② 沿北海航线西段鄂毕河河口经喀拉海至叶尼塞河河口间水域往

返航行共 １２２ 次ꎬ 在没有破冰船破冰引航和缺少必要水文信息的条件下ꎬ 成功航

行 ７５ 次ꎬ 航行成功率为 ６１ ５％ ③ꎮ 从 １９１１ 年起ꎬ 在北方航道东段ꎬ 每年均组织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出发经白令海峡至科雷马河河口水域的航行ꎬ 为科雷马金矿

运送粮食和物资④ꎮ
俄国早期在北极陆地区、 北冰洋海域开展的上述探险、 考察、 航行以及贸易

活动为 ２０ 世纪初国家层面开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ꎮ 苏俄和苏联时期ꎬ
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制定了有关开发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的国家政策和决议等ꎬ
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推行和实施相应的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ꎮ

本文在融合新旧史料的基础上ꎬ 探寻苏联时期有关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国家

政策制定和变化的轨迹ꎬ 梳理北极地区和不同阶段北方航道的开发成果ꎬ 分析开

发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教训ꎮ

一　 科学研究北极和北方航道开发的全面展开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俄属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开发的重要时期ꎮ 苏维埃政

权继承了沙俄时期开发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方面的已有成果ꎬ 一定程度上延续了

沙俄时期的开发政策ꎬ 并且制定了统一管理的国家计划ꎬ 在北方航道交通运输、
科学研究和能源勘探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ꎮ

(一) 制定苏维埃国家北方开发计划

１９１８ ~ １９１９ 年ꎬ 尽管国内战争正在炽热进行ꎬ 外国武装干涉尚未停止ꎬ 苏

俄政府就已经着手制订措施ꎬ 对欧俄北方的伯朝拉煤田、 乌赫塔油田展开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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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航道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ий путь) 又称北方海路、 东北航道、 北海航线ꎮ
喀拉海考察队 (Кар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成立于 １８７４ 年ꎬ 主要目的是向世界市场输出西伯利亚的木

材和矿产资源ꎮ
Мор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１ Л : Судостроениеꎬ １９９１ С ７９
Визе В Ю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М ꎻ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лавсевмортути １９４０ С ４６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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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和科学研究ꎮ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苏俄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ꎬ 拨款 ５００ 万卢布

修建波洛文卡—乌赫塔长约 １８０ 俄里的道路ꎬ 将乌赫塔与通航的维切格达河连接

起来①ꎮ 这是苏维埃政府为开发北方石油矿藏采取的首要措施ꎮ
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苏维埃政府成立全俄电气化委员会ꎬ 负责起草国家电气化

草案ꎮ １２ 月ꎬ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电气化国家计划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лан 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и России)ꎬ 即 “全俄电气化” 计划 (план ГОЭЛРО)②ꎮ 该

计划是苏俄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长期规划ꎬ 也是苏维埃国家社会经济和

科技发展的战略方案ꎬ 目的是恢复和发展工业ꎬ 尤其是重工业ꎬ 为社会主义建设

创造前提和条件ꎬ 被列宁称为 “第二个党纲”③ꎮ “全俄电气化” 计划预计在１０ ~
１５ 年内完成ꎬ 采取经济区域化发展方式ꎬ 将全国划分为北方、 中央、 南方、 伏

尔加河流域、 乌拉尔、 西西伯利亚、 高加索等八大经济区ꎮ 其中ꎬ 针对北方经济

区ꎬ 工作重点围绕北方航道交通运输、 科学研究、 北极地区能源设施建设和北方

原住民生活附属设施建设几个方面展开ꎮ 此外ꎬ 为在北方地区开展能源、 燃料和

地理勘探ꎬ “全俄电气化” 计划中还拟定了北方综合勘探系列项目ꎬ 包括乌拉尔

山区铁矿和燃煤勘探与开发、 诺里尔斯克地区能源勘探等④ꎮ

(二) 发展北方海路运输

苏维埃政府的北极战略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基础上ꎬ 重点关注对国家全

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北方海路ꎮ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ꎬ 就声明在北极地区拥有

重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ꎬ 没有北极地区ꎬ 俄罗斯国家就不是完整的地跨亚、
欧两大洲的主权国家ꎮ 因此ꎬ 关注北方海路是北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ꎮ 该航线

是连接摩尔曼斯克港和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距离最短的海上通道ꎬ 航线沿国家

北方边界延伸ꎬ 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影响ꎬ 因而能够保障航行安全ꎮ 由北方海路与

西伯利亚纵横交错的河流水系共同构建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交通网络ꎬ 几乎涵盖整

个国家ꎮ 因此ꎬ 装备北方海路、 在西伯利亚建立大型河运船队ꎬ 活跃西伯利亚地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 /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Арктике: стратег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своения в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 Отв Ред В
А Ламин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ꎬ ２０１２ С ９

План ГОЭЛРО М ꎬ Политиздат １９５５ С ２２０ － ２４２
周尚文、 叶书宗、 王斯德: «苏联兴亡史»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２５７ 页ꎮ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Проекты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ибири в ＸＸ : концепции и

реш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 науч Издвоꎬ ２００７ С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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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生活ꎬ 成为苏维埃政府北方区域政策中的首要任务ꎮ
１９１８ 年ꎬ 苏俄人民委员会曾多次召开会议ꎬ 决定恢复喀拉考察队活动ꎬ 将

西伯利亚生产的粮食和其他食品、 毛皮、 木材等商品输出至其他地区ꎬ 但国内战

争使该计划搁浅ꎮ １９２０ 年ꎬ 喀拉考察队恢复定期航行ꎬ ８ ~ １０ 月从阿尔汉格尔斯

克港出发前往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河口地区ꎬ 返回时成功将 ０ １ 万吨粮食、 ０ １５ 万

吨脂肪和毛品、 亚麻、 羊毛、 马鬃等物资从西伯利亚运至苏俄的欧洲部分①ꎮ 苏

维埃政府高度评价喀拉考察队此次具有挑战性的航行ꎬ 并积极推广其航行经验ꎮ
至 １９２０ 年末ꎬ 喀拉考察队完成了为北冰洋沿岸及岛屿上分布的 １４ 个水文观测

站、 马托奇金海峡冰凌站和新港 (Новый порт) 气象站提供物资运送服务②ꎮ 随

后几年里ꎬ 喀拉考察队的船舶在西伯利亚与苏联欧洲部分之间海域定期往返ꎬ 运

输物资ꎮ 为提高航行安全性ꎬ 苏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在国外

购买部分新型船只、 快艇、 破冰设备、 新型信号仪和导航仪等必要航行设备ꎬ 装

备船队ꎬ 保障船舶航海安全ꎮ １９３４ 年ꎬ 喀拉考察队共有 ２８ 艘船只从事货物运输ꎬ
货物总量达 １１ ５６ 万吨ꎬ 与 １９２０ 年相比增加了近 ８ 倍③ꎮ

利用北方海路长距离运输大宗商品ꎬ 较铁路运输费用低廉ꎬ 同时也有利于促

进北方地区因战争而发展放缓的经济ꎮ 为进一步扩大北方海路运输规模ꎬ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ꎬ 苏俄政府组建北海航线委员会④ꎬ 隶属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管辖ꎬ 由运

输部、 水文地理部、 港口建设部、 科学部、 商品交换部、 公共事务部和经济部组

成ꎬ 负责输送物资、 开发航线ꎮ １９２８ 年ꎬ 作为苏俄政府决策机构ꎬ 北海航线委

员会改组为北西伯利亚国立股份公司 “北海航线委员会” (Комсеверморпуть)ꎬ
除从事贸易活动外ꎬ 开展工业建设ꎬ 负责将西伯利亚地区的谷物、 木材和木材加

工品、 海兽和渔产品等物资运往其他地区ꎮ 作为单一区域综合体ꎬ “北海航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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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рктике в ＸＸ － ＸＸＩ вв :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 /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２０１１ № ４ С ３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  С １２

Сиби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４ Новосибирск １９３４ С ８１１
确切地说ꎬ 应该是恢复北海航线委员会 (Комитет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的工作ꎮ 北海航线

委员会最初于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由高尔察克倡议建立ꎬ 隶属于白卫军西伯利亚政府ꎬ 主要负责经北方海域与
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ꎬ 必要时负责调配军用物资ꎮ 成立当年ꎬ 委员会成功组织从西伯利亚输出约 ２４ 万
普特货物ꎬ 并为西伯利亚农业发展和锯木厂提供所需设备、 药品、 武器和军事装备等商品ꎮ 高尔察克白卫
军被击溃后ꎬ 北海航线委员会自行解散ꎮ 参见: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рктике в ＸＸ － ＸＸＩ вв :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１９３１ 年ꎬ 北海航线委员会更名为北
海航线联盟协会 (" Главкомсеверопуть" )ꎬ １９３３ 年并入北海航线管理总局 (" ГУСМП"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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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在西伯利亚北方地区发挥经济开发先锋作用ꎬ 组织修建伊加尔卡海港ꎬ 建

设乌斯季叶尼塞斯克港和鄂毕河上的新港ꎻ 组织开采泰梅尔半岛和下通古斯克石

墨矿和煤炭ꎻ 为北方地区数量众多的贸易站提供必要物资ꎬ 从事海兽捕捞和渔业

活动ꎻ 承担北方土著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ꎮ 在加工工业领域ꎬ “北海航线委员

会” 相继建立乌斯季叶尼塞斯克港鱼罐头加工厂、 粮食加工厂和叶尼塞河木材加

工综合体①ꎬ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ꎬ 保障西西伯利亚地区和雅库特地区的产品供

应ꎮ １９２０ ~ １９３３ 年ꎬ 北海航线年货运量增加近 ５ 倍ꎬ 船舶年航行时间也由原来的

２３ ~ ３２ 天延长为 ２ ~ ２ ５ 个月②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ꎬ 实现北方海路北欧与远东间的定期航行已经成为可能ꎮ

１９３２ 年ꎬ О Ю 施密特带领北极科学研究所③考察队乘坐 “西伯利亚人” 号破冰

船ꎬ 在单一导航条件下开启了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至白令海峡的航行ꎮ “西伯利

亚人” 号自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１０ 月 １ 日ꎬ 用时 ２ 个月零 ３ 天ꎬ 完成了从北德维纳河河

口至白令海峡的北海航线的全线航行ꎮ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５ 年ꎬ 继 “西伯利亚人” 号之

后ꎬ 另有 １ 艘破冰船和 ４ 艘货船也相继采用单一导航完成北海航线贯通航行ꎮ １９３９
年ꎬ “斯大林” 号破冰船实现北海航线的双向航行ꎬ 从摩尔曼斯克出发航行至白令

海的阿纳德尔湾ꎬ 然后返航ꎮ “斯大林” 号的成功双向航行标志着北海航线的正式

开通ꎮ 二战期间ꎬ 苏联远东军舰经北海航线进入巴伦支海ꎬ 支援苏联海军在欧洲战

场作战ꎮ 战后ꎬ 苏联继续利用北海航线系统运输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物资④ꎮ

(三) 全面开展北冰洋及沿岸水域科学研究和能源勘探

苏联北方开发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全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ꎮ 为了对北冰洋水域

展开综合研究ꎬ 根据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法令ꎬ 建立了浮动

海洋研究所 (Плавморнин)ꎬ 下设生物学部、 水文地理测量分部、 气象学分部和

地质学分部等学科分部ꎬ 北极科学由此诞生⑤ꎮ 浮动海洋研究所在北冰洋及周边

海域、 注入北冰洋的河流河口区域、 北冰洋沿岸陆地区及岛屿开展系统性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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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  С １１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Советск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в Арктике в １９２０ － е гг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 / /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２０１０ № ２ С ４３

北极科学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２５ 年ꎬ 前身是北方渔猎考察队ꎬ 隶属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ВСНХ СССР)ꎮ

Освое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ｈｔｔｐ: / / ｓｔｕｄ ｗｉｋｉ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２ｃ０ａ６５６２５ｂ２ｂｄ７８ａ５ｄ５３ｂ８９５２１３０
６ｄ２７＿０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１ /

Мор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１ Л : Судостроениеꎬ １９９１ 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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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 取得了可观成果ꎮ 至 １９２６ 年ꎬ 研究所先后完成大熊湖 (属加拿大) 子午线

至白海子午线间北极广阔区域的科考任务ꎬ 建立了多个科研站ꎻ 完成了伯朝拉海

和卡宁半岛渔猎区的海洋地理测量ꎬ 确定了该海域鱼类资源的分布和数量ꎬ 明确

了海兽等大型海洋生物的迁徙路线ꎮ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３ 年ꎬ 研究所在北冰洋沿岸陆地

和岛屿上共建立了 １９ 个无线电气象极地站①ꎬ 进行气象和水文监测ꎮ
浮动海洋研究所在弗兰格尔岛、 北地群岛及周边海域、 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

和喀拉海北方海域岛屿的水文科考工作同样获得了长足进步ꎮ 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８ 年ꎬ
极地研究员 Б В 达维多夫和 Г А 乌沙科夫带领考察队对楚科奇半岛北方海域

的弗兰格尔岛、 北地群岛及其沿岸水域进行全面考察ꎮ 考察队通过对弗兰戈尔岛

的测量ꎬ 确定该岛面积为 ０ ７３ 万平方米ꎬ 对岛屿地形地貌和岛上动植物资源状

况有了全面了解②ꎮ １９３０ ~ １９３２ 年ꎬ 乌沙科夫和极地研究员 Н Н 乌尔万采夫继

续带领考察队考察研究北地群岛③及其周边水域ꎬ 先后完成共青团员岛、 十月革

命岛、 布尔什维克岛及其海岸的考察、 测量和拍摄工作ꎬ 弄清了北地群岛的轮

廓、 冰川特点和地质特征ꎬ 并绘制出北地群岛的准确地图ꎮ 在考察的过程中ꎬ 考

察队员们还首次发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群岛 (острова Известий ЦИКа)
和小红海军岛屿群 (группа небольших Красно － флот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④ꎮ

１９２３ ~ １９３６ 年ꎬ 苏联极地研究员们同时对巴伦支海北部海域的法兰式约瑟

夫地群岛⑤进行全面科考研究ꎬ 在岛上先后建立了两个科考站ꎮ 期间ꎬ 队员们乘

坐 “谢多夫” 号破冰船在喀拉海北方海域展开考察ꎬ 取得突破性成果ꎬ 先后发

现了维泽岛 (７９° ５０′ Ｎꎬ ７６° ５４′ Ｅ)、 伊萨琴科岛 (９３° ４５′Ｎꎬ ７７° １５′Ｅ)、 沃罗

宁岛 (９３° ４５′ Ｎꎬ ７８° １０′ Ｅ) 和谢多夫群岛ꎮ 科学家们发现在喀拉海中央海域海

底存在一片广阔浅滩ꎬ 并将该浅滩命名为中央喀拉高地 (水深不到 ５０ 米)ꎬ 高地

西侧是圣安妮宽沟ꎬ 东侧为沃罗宁宽沟ꎮ 考察队在喀拉海中央海域进行的水文测

量工作为随后开展的海洋学调查工作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 年代末ꎬ 北冰洋仍有近 ６００ 万平方公里海域属于研究空白ꎮ 为了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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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ｈｔｔｐ: / / ｚｅｍｌｊａ ｃｌｏｗ ｒｕ / ｔｅｘｔｓ / ２９９０ ｈｔｍ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６ /
Освое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北地群岛最初是由沙俄北冰洋水文考察队于 １９１３ 年夏发现的ꎬ １９１６ 年 ９ 月沙皇政府照会 “盟国

和友好国家” 政府ꎬ 宣布将其并入俄国ꎮ
Освое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１８ 世纪中期ꎬ 奥地利人最先发现位于巴伦支海北部海域的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ꎮ １９１４ 年ꎬ 俄国海

军上将 С 马卡洛夫指挥 “叶尔马克” 号破冰船抵达该群岛ꎬ 宣布其为俄国领土ꎮ 参见:" Освоение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２０１１ / / ｂｉｂｌｉｏｆｏｎｄ ｒｕ›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ｉｄ ＝ ５１３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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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海域浮冰状况ꎬ １９２９ 年著名极地研究员 В 维泽提议建立首个北极科学漂

流站 (полярная научная дрейфующая станция)ꎬ １９３７ 年开始正式使用漂流站

研究北冰洋浮冰①ꎮ
此外ꎬ １９２０ 年制定的 “全俄电气化” 计划中还拟定开展北方综合勘查工作

计划ꎬ 进行地质、 能源与燃料勘探ꎮ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１ 年ꎬ 地质学家Н Н 乌尔万采夫

领导考察队在泰梅尔半岛的诺里尔斯克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和采矿活动ꎬ 发现该地

区蕴藏优质煤炭、 石墨和铜镍矿ꎮ １９２２ ~ １９２３ 年ꎬ 北方科学渔猎考察队在伯朝

拉海域、 沃洛格达省、 沃洛涅茨省和科拉半岛进行的地质调查、 能源勘探工作也

取得显著成果ꎮ １９２６ 年ꎬ 在科拉半岛的希比内山区ꎬ А Е 费尔斯曼带领考察队

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磷灰石矿床ꎮ 与此同时ꎬ 在东方的科雷马河和因迪吉尔卡河

上游地区ꎬ 勘探队发现了大型金矿等贵金属矿藏ꎮ

二　 北方经济开发计划制定与经济建设推进

进入 ３０ 年代ꎬ 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ꎬ 苏联加快推进北方开发步伐ꎬ 除继续

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外ꎬ 在极地航空与破冰船舰队建设、 能源开发与工业建设、 陆

路交通运输网建立等领域获得全新发展ꎮ ３０ 年代末ꎬ 北极地区工业 “基地” 初

步形成ꎮ

(一) 制定北方开发方案

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３２ 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 “一五计划” 期间是西伯利亚北方地区

经济发展起步阶段ꎮ 科雷马—因迪吉尔卡河流域工业区的黄金矿床和锡矿床进入

初期开采阶段ꎬ 马加丹地区的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工作也逐步展开ꎮ 为加

快西伯利亚东北地区经济开发ꎬ １９３１ 年ꎬ 苏 联 政 府 成 立 远 北 建 设 总 局

(Дальстрой)ꎬ 动员并组织领导该地区的能源与经济开发工作ꎮ 至 ５０ 年代ꎬ 远北

建设总局组织完成了西伯利亚东北地区大面积的拓荒任务ꎬ 以及该地区矿产资源

的开发②ꎮ 针对苏联欧洲北方地区ꎬ ２０ 年代后半期ꎬ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样制

定新的工业企业、 能源企业以及交通运输网发展计划ꎬ 在 “一五计划” 期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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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Серикова У С История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 / История науки н техники ２０１６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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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г / /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２００８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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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北方受到更多关注ꎮ
１９３２ 年秋ꎬ 第一次全苏生产力调控大会在莫斯科召开ꎬ 重点讨论和解决北

方发展问题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В И 梅日拉乌克在开幕词中指出ꎬ 解决

北方问题对于苏维埃国家意义重大ꎬ “我们已经准备好全线挺进北方”①ꎮ 与会代

表一致认为ꎬ 北方自然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建设意义将不断增强ꎬ 在第二个五年计

划期间苏维埃政府要增加北方投资ꎬ 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工作ꎬ 要 “充分研究苏维

埃北方开发问题”②ꎮ 会上ꎬ С В 斯拉文领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北方小组制定

的北方社会主义开发方案 (концепц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а)ꎬ 被

列入会议决议案ꎬ 成为 ３０ 年代苏联国家制定北方问题决议的基础ꎮ 方案提出ꎬ
北极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交通问题ꎬ 修建铁路、 公路ꎬ 发展河运ꎬ 组建新

的航空企业ꎮ 其次ꎬ 加快北极地区工业开发步伐ꎬ 尤其是国民经济发展所需木材

资源、 科拉半岛的磷灰石和铜矿、 科雷马河和因迪吉尔卡河上游地区的金矿等ꎬ
重点关注风能、 水资源等北方能源问题研究ꎬ 加强对北方石油、 天然气、 煤炭等

能源的勘探ꎬ 发展远北地区能源工业ꎬ 建成以港口城市和工业综合体为核心的工

业 “基地”ꎮ 此外ꎬ 北方地区居民生活问题也成为方案重点关注内容ꎬ 要求发展

北方农业经济ꎬ 实现劳动机械化以及最大程度节约人力ꎬ 为北方居民提供便利劳

动条件等ꎮ 方案强调ꎬ 要坚持开发北方地区是解决苏联国民经济发展重大任务的

原则ꎬ 要以老工业区发展作为开发北方的基础ꎬ 要针对北方地区不同区域特点制

定具体开发计划③ꎮ
北方社会主义开发方案将 “苏联北极地区开发” 列入第二个国民经济发展

五年计划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 的任务中: “对苏联北极圈内区域开展广泛研究和工

业开发”④ꎮ 任务包括在苏联北方地区开展更大规模的木材工业建设ꎬ 广泛利用

森林资源发展地方木材加工业ꎬ 保障苏联欧洲部分各地区、 中亚以及木材产品出

口的需求ꎻ 在矿业领域ꎬ 开采科拉半岛磷灰石 －石油矿藏、 伯朝拉煤田以及科雷

马河金矿、 因迪吉尔卡河金矿、 阿尔丹河金矿和亚纳河金矿ꎻ 制定地质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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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  С １３

Труды первой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размещению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х сил Союза
ССР Т ＶＩＩＩ Проблемы Севера М １９３３ С ７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опыт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в освоении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１９３０ － １９５０ － е гг / /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２０１３ № １３

Второй пятилетний план развит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Т ＩＩ План развития районов
М １９３４ С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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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ꎬ 继续开展矿产资源勘探工作ꎮ 此外ꎬ 要重点建设北方交通运输网ꎬ 包括开发

北方海路、 修建铁路和公路网、 发展河运和航空运输①ꎮ “二五计划” 中的北方

经济发展计划成为 ３０ 年代苏联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ꎬ 且大部分计划得以

实现ꎮ

(二) 组建北海航线管理总局

为推进北方经济开发计划的具体实施ꎬ 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苏联人民委员会

通过决议ꎬ 组建北海航线管理总局 (Главсевморпутьꎬ 以下简称 “管理总局”)ꎬ
“贯通连接北海和白令海峡的北海航线ꎬ 装备并维护该条海上运输线ꎬ 保障船只

航行安全”②ꎮ 按照国家发展计划ꎬ 除继续保障北海航线正常运转外ꎬ 管理总局

还要在北极地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生产经营活动ꎬ 扩大港口、 定居点建设ꎬ 开

展伐木作业ꎬ 发展渔业ꎮ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ꎬ “北海航线委员会” 在北冰洋沿岸和西伯

利亚内地 (包括河流沿岸和港口城市) 拥有的所有资产都转移至管理总局管辖ꎬ
成立雅库茨克托拉斯 (雅库茨克)、 泰梅尔托拉斯 (伊加尔卡) 和亚马尔托拉斯

(鄂毕多尔斯克) 等三个新的经济托拉斯③ꎮ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管理总局综合管理责任被写入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和

苏联人民委员会特别决议中ꎬ 强调管理总局负责领导北极地区全部经济活动、 科

研工作和能源勘探ꎬ 管辖地域范围涵盖北纬 ６２°至北极点的苏联北方陆地区、 北

方水域所有岛屿和北冰洋海域ꎮ 根据特别决议ꎬ 位于上述指定区域内的所有全联

盟重要企业均由管理总局管辖ꎮ 管理总局有权自行决定企业人员构成ꎬ 有权采取

措施培养和巩固人才队伍ꎬ 有权制定北方工作条件下的生活劳动保障措施④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管理总局召开工作会议ꎬ 总局负责人 О Ю 施密特在分析管理总局特

点时指出ꎬ “我们不是人民委员部ꎬ 但享有人民委员部的权力ꎮ 尽管我们地处边

缘ꎬ 但履行中央机关职能事实上ꎬ 北方地区的核心是北海航线北海航线

是将整个北方地区经济连接起来的纽带ꎬ 亦是北海航线管理总局开展工作的原

则ꎬ 我们就是在北海航线基础上发展北方经济的一个战斗机关ꎮ”⑤ 此后ꎬ 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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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ироков А И Дальстрой как институт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еверо －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в １９３０ － １９５０ － 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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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топись Севера Т ７ М １９７５ С ９
Летопись Севера Т １１ М １９７５ С １０ － １１
Решения парт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１９１７ － １９６７)  Т ２ １９３３ －

１９４０ М ꎬ １９６７ С ４８１ ~ ４８６
Летопись Севера Т ７ М １９７５ С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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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北海航线航行顺畅ꎬ 施密特带领管理总局下属北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ꎬ 对北极

海域和岛屿展开综合研究ꎬ 全面收集和整理北极地区气象与冰情信息ꎬ 在北冰洋

沿岸和各岛屿上建立极地站网ꎬ 监测北极地区气候变化ꎬ 提供科学的测量信息ꎮ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 «北海航线管理总局章程»ꎬ 规定

北海航线管理总局的任务包括: 全面开发自巴伦支海至白令海峡段北海航线ꎻ 组

建苏联北极地区海运、 内河运输与航空运输网ꎬ 建立无线电联络和开展科学研究

工作ꎻ 发展远北地区生产力ꎬ 开发自然资源ꎬ 提高远北地区居民经济和文化水

平ꎬ 引导当地居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ꎮ 北极航线管理总局成为一个集运

输、 工业、 贸易和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组织机构ꎮ “开发苏维埃北极地区” 也首次

成为 “二五计划” (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７ 年) 的一部分②ꎬ 要将北海航线发展成为北方运

输大动脉ꎬ 开发极圈以北陆地区和北极岛屿经济ꎮ 此外ꎬ 自 １９３６ 年起ꎬ 管理总

局开始使用飞机巡逻ꎬ 与水文地理学家们合作监测北海航线冰情ꎮ 此后ꎬ 冰上航

空监测成为北极研究的必要手段ꎬ 对于制定海上航行计划和安排使用破冰船具有

重要意义ꎮ

(三) 发展极地航空与建设破冰船舰队

为解决北海航线破冰船数量不足问题ꎬ 以及发展和完善极地航空ꎬ 管理总局

于 １９３４ 年成立由 В В 古比雪夫担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ꎬ 负责制定北海航线管理

总局工作决议草案和保障北海航线交通干线措施方案ꎮ 方案提出将建造 ４ 艘破冰

船ꎬ 建设海港和无线电中心台ꎬ 发展极地航空ꎬ 建设航空港、 空中航线和制造适

于极地飞行的飞机ꎬ 培养各专业极地科研人员ꎮ 随后ꎬ 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联合通过上述 “关于发展北海航线和北方经济措施” 的决议ꎬ
作为短期内管理总局工作纲领③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半期ꎬ 苏联极地航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部门ꎬ 拥有一

批经验丰富的极地飞行员ꎬ 履行极地飞行的特殊任务ꎬ 能够在北极航空飞行的条

件下解决复杂问题ꎬ 并完成了北极航空史上的多个第一ꎮ １９３６ 年ꎬ 飞行员 В С
莫洛科夫首次实现北海航线全线飞行ꎮ 北极空中航线沿欧亚北冰洋海岸将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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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НК СССР от " Положение о Глав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при
СНК Союза ССР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ｐｌａｙｅｒ ｒｕ

СМП: Восемь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по одному пут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ｒｖｅｓｔｉ ｒｕ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опыт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в освоении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１９３０ － １９５０ － е гг 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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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北极各偏远基地、 港口、 越冬地、 极地站和新的工业建设区连接起来ꎮ
１９３７ 年ꎬ 飞行员 В П 奇卡洛夫与 М М 格罗莫夫实现了从苏联穿越北极到北

美的历史性的极地飞行ꎮ 同年ꎬ И Д 巴巴宁率领考察队完成世界上首次重型飞

机的北极着陆飞行ꎬ 并建立 “北极” 科学漂流站①ꎮ 至 １９４１ 年ꎬ 北海航线管理

总局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航空队伍ꎬ 极地飞机超过 ２００ 架ꎬ 在莫斯科、 克拉斯诺

亚尔斯克、 秋明、 伊加尔卡、 雅库茨克和季克西建有飞行基地ꎬ 并开发了秋明 －
撒列哈尔德、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 迪克森、 季克西 － 阿纳德尔等多条定期航线ꎮ
航空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有飞机维修厂ꎬ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还开办了极地飞

行员学校②ꎬ 培养极地飞行人员ꎮ 航空队定期执行前往北极的飞行ꎬ 为科学研究

提供保障ꎻ 在空中开展冰情侦察活动ꎬ 为船舶提供导航服务ꎻ 甚至在远北各居民

定居点间开展交通运输服务ꎮ 航空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ꎬ 由此可见一斑ꎮ
北极地区和北海航线开发的另外重要一环是建造破冰船和建立大型破冰船舰

队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ꎬ 苏联原有破冰船舰队已经不能满足海洋运输需求ꎬ 需要

建设一支更强大的破冰船舰队ꎮ 海军部下属列宁格勒造船厂承担了这一时期的造

舰任务ꎮ １９３６ 年ꎬ 苏联开始建造能够征服北极冰层的大型海上破冰船 “西伯利

亚人” 号ꎬ 功率为 １ ２ 万马力ꎬ 苏联自此在世界破冰船建造领域开始占据领先地

位ꎮ 二战前ꎬ 苏联共有四艘 １ 万马力的强力破冰船ꎬ 其中 “斯大林” 号、 “米高

扬” 号和 “卡冈诺维奇” 号破冰船在卫国战争中承担北海航线的运输任务③ꎮ 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ꎬ 苏联已经成为 ２ ５ 万马力以上大型破冰船建造的领航者ꎮ ５０
年代中期经济恢复阶段完成后ꎬ 苏联开始建造新型强力破冰船和破冰船舰队ꎮ
１９５９ 年建造的 ４ ４ 万马力 “列宁” 号原子动力船成为世界上第一艘使用核燃料

并装备发电装置的破冰船④ꎬ 苏联破冰船舰队真正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破冰船舰队ꎮ

(四) 能源开采和工业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二战前ꎬ 在北海航线管理总局、 远北建设管理总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努

力下ꎬ 北极地区能源勘探和开发迈上新台阶ꎬ 苏联国家努力打造的以港口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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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  С １７

Леваневский и школа полярных летчиков в Николаеве ｈｔｔｐ: / / ｎｏｖｏｓｔｉ － ｎ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ｉｔｉｃ / ｒｅａｄ / １２２
４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５ /

Красавцев Л Б Роль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ледокольного и ледокольно － 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флота в освоен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５０ － ８０ годы ＸＸ ве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ｃｙｂｅｒｌｅｎｉｎｋａ ｒｕ

Каштелян В И и др Ледоколы Ленинград １９７２ С ９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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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综合体为核心的北方工业基地建设初见成效ꎮ
３０ 年代ꎬ 苏联亚洲北部的黄金开采业在促进国民经济综合体发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ꎬ 尤其是科雷马河 － 因迪吉尔卡河流域的金矿开采业ꎮ 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４ 年ꎬ
约有 ７５ 个地质考察队和考察小组在科雷马河 －因迪吉尔卡河流域进行矿产勘探ꎬ
共探明二百多个金脉ꎬ 勘探出黄金矿床、 锡矿床以及煤炭矿床等共计 ２０ 个ꎮ
１９３７ 年前ꎬ 该地区建立了首批黄金开采企业ꎮ １９４０ 年ꎬ 在科雷马河流域共开采

黄金 ７９ ３ 吨ꎬ 占苏联该年全部黄金开采总量的 ４６ ３％ ①ꎮ 科雷马河流域既是苏

联最大规模的黄金开采区ꎬ 也是世界最大黄金开采区ꎮ １９３２ ~ １９４１ 年ꎬ 苏联东

部地区共开采黄金 ３１４ ２ 吨②ꎮ 位于叶尼塞河下游右岸的诺里尔斯克矿区亦是该

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工业区ꎮ ３０ 年代上半期ꎬ 地质学家 Н Н 乌尔万采夫领导

勘探队在诺里尔斯克地区勘探出丰富的镍、 钴、 铜、 煤等矿藏ꎮ 在呈送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中ꎬ 施密特强调指出ꎬ 诺里尔斯克储量丰富的镍和铂

金矿床如同科雷马河的黄金开采业一样意义重大ꎬ 与科雷马河流域黄金矿床相

同ꎬ 该矿区 “贵重金属 (镍、 铂、 钴、 钯) 饱和度高ꎬ 开采难度小”③ꎬ 在一个

相对较小的区域内集中了高品质的共生金属矿、 煤、 丰富的淡水资源、 建筑材料

(石灰、 砂、 粘土) 和焊剂 (石英砂岩)ꎮ １９３６ 年春至 １９４０ 年末ꎬ 诺里尔斯克地

区分三个阶段建成采矿冶金综合体ꎮ 二战期间ꎬ 北方地区燃料资源地质勘测工作

仍在继续ꎬ 太平洋沿岸的普罗维杰尼耶湾煤矿、 勒拿河口附近的索戈 (Сого)
褐煤矿、 诺尔德维克煤矿、 雅库特共和国亚纳河流域和佩韦克地区的锡矿等大型

矿床相继得以开采ꎮ 此外ꎬ 在诺尔德维克煤矿区还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矿盐ꎬ 经过

提取后的矿盐供给鱼类加工企业ꎮ
在苏联的欧洲部分ꎬ 煤炭工业亦取得较快发展ꎬ 泰梅尔半岛的煤炭加工和伯

朝拉海域大型煤炭加工企业相继建立ꎮ 斯匹次卑尔根岛的矿山企业发展迅速ꎬ 不

仅为海军舰船输送能源ꎬ 而且还向摩尔曼斯克港、 阿尔汉格尔斯克港、 迪克森港

和新地群岛供应煤炭ꎮ １９３９ 年ꎬ 国家大型企业 “北方镍矿” 先于诺里尔斯克采

矿冶金综合体正式建成投产ꎬ 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所需镍、 钴、 铜等有色金属资

源ꎮ １９３２ 年 “一五计划” 完成时ꎬ 苏联欧洲北方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大型工业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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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Широков А И Золотодобывающий комплекс Дальстроя в １９３０ － х гг / / Вестник Том гос ун －
та Томскꎬ ２００９ № ３２７ С ９６

Колым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альманах Вып １ Магаданꎬ ２００６ С ８６
Белов М И Научное и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осво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евера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Л ꎬ １９６９ С ６２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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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纸张加工、 纸板加工、 胶合板加工、 家具制造、 木材加工、 森林以及渔业等

新兴工业部门获得较快发展ꎮ 科拉半岛工业发展成效最为显著ꎬ １９２６ ~ １９３７ 年ꎬ
该地区共建立 ３９ 个工业企业ꎬ 包括 “磷灰石” 矿业化学托拉斯、 摩尔曼斯克鱼

品联合加工厂、 尼夫水电站和下图罗姆水电站①ꎮ

三　 二战后北方地区工业基地建设转向综合性整体开发

在 “二五计划” 中提出的北方地区发展 “基地” 战略是在苏联国家物资和

财政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发展策略ꎬ 即为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ꎬ 集中力

量开发国民经济综合体急需的自然资源ꎬ 同时为保障 “基地” 发展ꎬ 制定相应

的运输和社会保障计划ꎮ 卫国战争期间ꎬ 苏联政府北方经济开发政策的有效性得

到证实ꎬ 战前建立的工业企业为取得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ꎬ 北海航线作为交通

干线发挥了比和平时期更大的作用ꎮ 在开发和活跃北方地区经济的过程中ꎬ 通过

制定国家发展措施和组织大型生产组织的经营活动ꎬ 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实

施ꎬ 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特点ꎮ 战后ꎬ 工业和运输建设转向和平建设时期ꎬ 建设以

港口城市和工业综合体为核心的北方工业基地战略思想仍占主导地位ꎮ 战后初

期ꎬ 开发北方地区的重头戏仍然是地质勘探、 油气资源开发、 大规模科考以及保

障北方航道畅通ꎮ 伴随北极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物质基础的形成ꎬ 至六七十年代ꎬ
学者们提出要逐渐从 “基地” 发展模式向广泛开发北方地区过渡ꎬ 促进该地区

社会经济综合性整体发展ꎮ

(一) 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科学研究与北海航线保障性开发

战后ꎬ 参加北极地区科研工作的ꎬ 除北海航线管理总局下属北极研究所、 苏

联科学院西西伯利亚分院考察队 (１９４３ 年在新西伯利亚成立)② 外ꎬ 还有战争期

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新西伯利亚和秋明等地成立的其他科研组织ꎮ 苏联在北

极地区开展大规模、 系统性科学研究工作ꎬ 不同专业学者、 无线电报务员和工程

师等利用各种运输船只、 大型线性破冰船、 冰情侦察机进行科考工作ꎮ “北极”
海洋漂浮站常年在北冰洋服务ꎬ 观测北极地区气候状况ꎬ 并对全苏国土进行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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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Киселев А А Родное Заполярье Мурманск １９７４ С ３０５
Первы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сибири: К ７０ － летию Западно － Сибир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Академ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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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ꎬ 各种先进仪器仪表和技术手段的运用为科研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ꎮ
战后ꎬ 恢复工业生产需要新的能源支撑ꎮ １９４７ 年起ꎬ 苏联科学院雅库茨克

分院开展地区生产力问题研究ꎬ 重点关注地质勘探ꎮ 为此ꎬ 苏联政府在列宁格勒

成立北极地质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геологии Арктики)ꎬ 从事北极地区石油、 煤

炭、 黄金及各种金属矿藏的地质勘探工作ꎮ ４０ 年代末至 ５０ 年代初ꎬ 列宁格勒北

极地质研究所多次开展北极高纬度地区科考活动ꎬ 发现了北冰洋罗蒙诺索夫海

岭、 门捷列夫海岭与海克尔海岭之间存在海盆和海谷的复杂山地系统ꎬ 彻底改变

了人们以往对北极海域海底地形的认识ꎬ 被世界科学协会认定为 ２０ 世纪最伟大

的地理发现ꎮ 苏联科学家们掌握了北冰洋水团和浮冰的运动规律ꎬ 改变了人们对

海床结构的认识ꎬ 地质学家们在北冰洋海底勘探出蕴藏丰富的矿物质矿床①ꎮ
北海航线管理总局继续进行北极地区交通运输网的开发建设工作ꎮ 鉴于开发

北方海路耗资巨大ꎬ 战后的苏联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物质基础ꎬ 因此交通运输

网开发集中围绕穿越整个北方的铁路干线展开ꎬ 重点进行铁路沿线各站点开发建

设ꎬ 以利于北方交通运输网长期发展ꎮ 此外ꎬ 管理总局计划继续组织建造大型破

冰船和运输船ꎬ 在北极建设永久性现代化硬面机场ꎬ 供常年起降重型客机和货物

运输机ꎮ ５０ 年代初ꎬ 北海航线管理总局成立下属 “专业建筑队”ꎬ 负责机场设计

和施工ꎮ “专业建筑队” 在北极地区修建了包括拥有混凝土跑道的诺里斯克机场

在内的多个机场ꎬ 极地航空运载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ꎮ 至 ６０ 年代初ꎬ 北极航空

运送旅客每年超过十万人次ꎬ 运输货物每年约为 ０ ３ 万吨 ~ ０ ５ 万吨②ꎮ 此外ꎬ
为保障北极地区经济、 社会长期稳定发展ꎬ 苏联政府制定计划建立永久性居民

点ꎬ 稳定北方地区居民和干部队伍建设ꎮ 但该计划在五六十年代执行并不顺利ꎬ
直至 １９６５ 年ꎬ 北极地区才建造有四五层楼高的住宅和其他非生产性建筑ꎮ

(二) 北方综合开发思想的提出

冷战兴起后ꎬ 北极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愈益受到相关大国的关注ꎮ 在世界范

围内ꎬ 美国成为苏联的主要竞争对手ꎮ 在北极地区ꎬ 为了防范苏联ꎬ 美国投入巨

资开发美属阿拉斯加ꎬ 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治潜力ꎮ 早在二战期

间ꎬ 美国就已经在阿拉斯加进行军事部署ꎬ 建设海军和空军基地ꎬ 修建阿拉斯加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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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топись Севера Т １１ М １９７５ С ６４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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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ꎬ 将其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发达地区连接起来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年ꎬ 美国用于阿

拉斯加的建设投入超过 １２ ５ 亿美元ꎬ 部署兵力达 １５ 万人①ꎮ 战后ꎬ 美国继续推

进阿拉斯加开发与建设ꎬ 修建道路和现代化机场ꎬ 组织阿拉斯加北方东部地区、
哈德逊湾至大西洋的西北航线极地航行ꎮ 英国、 挪威、 丹麦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成员国亦在苏联北方边界及周边地区秘密修建军事基地ꎬ 发展航空和核武器ꎬ 从

而使苏联面临北约国家的军事打击威胁ꎮ
面对北约国家在北极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ꎬ 苏联被迫全面应对ꎬ 在北极地区

建立军事战略区ꎮ １９５４ 年ꎬ 为加快北方社会经济开发ꎬ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生

产力研究理事会成立下属机构北方问题跨部门委员会 (Межведом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Севера)ꎬ 负责寻找有效利用北方地区自然资源的方法

和途径ꎬ 促进国民经济综合开发ꎮ 委员会联合各领域专家、 学者和科研机构ꎬ 针

对北方开发问题达成一致意见ꎬ 提出了整体和综合性开发北方地区的思想ꎬ 在继

续推进地区经济、 技术开发的基础上ꎬ 重点关注北方地区社会和环境问题ꎮ 委员

会强调ꎬ 开发北极离不开人ꎬ 要建造舒适的城市生活设施和工人居住点ꎬ 要稳定

北方地区人口数量ꎬ 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ꎮ 为此ꎬ 专家、 学者们开

展北方气候条件下人们生活适应性研究ꎬ 并针对北方不同地域生活的居民制定社

会保障措施ꎬ 做了大量的工作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ꎬ 北方问题跨部门委员会召开扩大

会议ꎬ 委员会主席 С В 斯拉文 (曾参与制定 “一五计划” 中北方开发项目) 提

出ꎬ 为提高苏联北方经济效益和合理布局生产力ꎬ 必须要提高北方地区居民的劳

动积极性ꎬ 要考虑人的因素ꎮ 因此在制定国家北方发展政策时ꎬ 要考虑并制定相

应的社会发展政策ꎬ 不仅要保障该地区居民数量ꎬ 还要保证居民生活质量并提高

工作效率②ꎮ 此外ꎬ 会议通过的有关干部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ꎬ 在制定北方地区

移民政策时ꎬ 要考虑如何保障北方地区移民长期稳定性问题ꎮ 为此ꎬ 要开展专项

培训和宣传活动ꎬ 要为移居到北方地区的居民制定特殊的优惠和奖励政策ꎮ
北方问题跨部门委员会有关干部问题的决议得到苏共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 苏联部长委员会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各相关机构的重视ꎬ 但在具体

实施的过程中并不顺利ꎬ 各部门中仍然以完成生产目标为首要任务ꎬ 北方地区干

部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ꎮ

２２１

①
②

Агранат Г 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реальност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а: глобальные уроки М １９９２ С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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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定区域生产综合体开发计划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 苏联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取得较快发展ꎬ 亚洲部分经济比重

逐渐上升ꎬ 黄金、 金刚石、 锡等贵重金属矿藏得到有效开发ꎮ 诺里尔斯克矿业和

有色金属开发中心获得进一步发展ꎬ 能源密集型企业布拉茨克 － 乌斯季伊利姆斯

克生产综合体建设初具规模ꎮ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年ꎬ 在西西伯利亚北方地区勘探到新

的大型石油、 天然气矿床ꎬ 成为苏联新的油气工业基地ꎬ 至 １９８０ 年ꎬ 该地区石

油开采量占全苏石油开采量 １ / ２ꎬ 天然气开采量达到全苏天然气开采量的 １ / ３①ꎮ
同时ꎬ 北方地区的工业产品成为苏联的主要出口商品ꎮ 截至 １９６０ 年ꎬ 苏联发展

北方经济投入资金 １４０ 亿卢布ꎬ 而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０ 年内ꎬ 这一数字上升至

１ ０００ 亿卢布②ꎮ 北方地区各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增速最为显著ꎮ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０ 年间ꎬ 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 ３ １ 倍ꎬ 科米自治共和国

增长 １ ７ 倍ꎬ 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增长 ０ ８ 倍ꎬ 汉特—曼西自治区增长 ３５ ８ 倍ꎬ
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增长了 ２６ ４ 倍ꎬ 埃文基自治区增长 ８ ７ 倍③ꎮ

１９８０ 年ꎬ 苏 联 科 学 院 西 伯 利 亚 分 院 工 业 生 产 经 济 和 组 织 研 究 所

(ИЭиОППСОРАН) 所长、 院士 А Г 阿甘别吉扬带领北极经济考察队沿北冰洋

海域和北极陆地区考察ꎬ 行程 １８ ０００ 多公里ꎮ 在沿途访问多个城市、 企业、 建

筑工地、 气象站、 考察队和大批地质学家后ꎬ 阿甘别吉扬认为苏联北方工业 “基
地” 发展战略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ꎬ 必须要寻找新的生产组织方

式ꎬ 促进北方地区大规模综合发展ꎬ 既要有利于生产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ꎬ 又要

整体保障北方地区居民日常生活ꎮ 考察队指出ꎬ 开发北方自然资源越来越有利可

图ꎬ 一是能源开采技术、 装备不断提升ꎬ 二是北极地区集水运、 铁路、 公路和管

道运输为一体的交通运输建设已经形成规模ꎬ 运输成本降低④ꎮ 此外ꎬ 经济发展

和科技水平提高已经能够保证北极地区居民长期居住并满足各种生活需要ꎮ
考察队制定了新的北极地区开发计划ꎬ 并提交国家计划委员会ꎮ 开发计划核

心是未来在北极地区建立区域生产综合体和工业中心ꎬ 将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经

济区发展连接起来ꎮ 计划指出ꎬ 北极地区综合发展基础已经形成ꎮ 欧洲部分ꎬ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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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своения Арктики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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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ам же
Тимошенко А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рктике в ＸＸ － ＸＸＩ вв :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С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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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斯克地区生产综合体完成初建ꎬ 要继续研究和制定季曼 － 伯朝拉生产综合体

发展计划ꎻ 亚洲部分ꎬ 国家天然气开采基地北鄂毕河流域生产综合体已经发展成

为北极地区大型区域生产组织ꎬ 涵盖乌拉尔西部山区至东部叶尼塞河流域的广阔

地域ꎬ 未来还将继续向东与雅库特北部地区连接起来ꎬ 至 ２０ 世纪末ꎬ 雅库特北

部地区将成为黄金、 钻石以及锡矿开采、 加工的重要地区ꎮ 另外ꎬ 勒拿河口的季

克西港作为东北沿岸地区最大港口ꎬ 与雅库茨克联通的铁路建成后ꎬ 作为北海航

线重要枢纽将建立大型企业ꎬ 向其他人口密集区提供工业产品①ꎮ 阿甘别吉扬领

导下制定的苏联北极地区综合开发计划强调工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应比例协

调ꎬ 要注意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安全和环境问题ꎬ 理论性强ꎬ 得到了很高的

评价ꎮ 但在实践过程中ꎬ 综合开发计划和开发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ꎮ

四　 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教训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苏维埃政府制定北方开发计划后ꎬ 开发北极地区和北方航

道就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苏联时期ꎬ 在北极地区和北冰洋海域科

学考察、 地理发现、 北海航线开发、 能源勘探与开发、 工业建设、 船舶制造、 极

地航空等领域均取得不小成就ꎬ 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ꎬ 甚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ꎮ

(一) 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开发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如同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一样ꎬ 苏联在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开

发中采取动员性经济方法ꎬ 在开发过程中人员调配、 资源配置和实施方法并非科

学、 到位、 适宜ꎬ 因此ꎬ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浪费多、 损失大、 滥采问题

严重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ꎮ
苏联在北极地区修建萨列哈尔德 －伊加尔卡极地铁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ꎮ 该

条铁路于 １９４７ 年开始修建ꎬ 对于苏联北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ꎬ 尤其就六七十年

代西西伯利亚油气综合体而言ꎬ 意义非常重大ꎮ 但遗憾的是ꎬ 由于铁路位于北极

圈以内ꎬ 气候严寒ꎬ 修建成本过高ꎬ 铁路开工后不久苏联政府就被迫将其放弃ꎬ
“停止修建极地铁路给苏联国家造成的损失至少有十亿卢布”②ꎮ 北方地区突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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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ганбегян А Г Освоение природных богатств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СССР / / Известия СО А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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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探和采矿带来的滥采、 矿石贫化问题也比较严重ꎮ １９２８ ~ １９２９ 年ꎬ Ю А
彼里宾带领第一科雷马河地质勘探队在科雷马河上游地区发现大型黄金矿床ꎬ 苏

联政府以此为契机ꎬ 加速推进科雷马河边疆区地质勘探和金矿开采ꎮ 为了超额完

成上级机关制定的突击性定额ꎬ 科雷马河边疆区无法细致、 深入进行地质勘探ꎬ
造成勘探工作效率低、 流于形式ꎬ 以至于到 １９３４ 年就 “必须要对刚刚勘探完成

的地区重新进行地质调查”①ꎮ
以黄金开采为主的有色金属开采结果不尽如人意ꎬ 以最少投入、 最大产出的

原则来衡量ꎬ 资源滥采问题较为突出ꎮ 二战后ꎬ 科雷马河地区黄金砂矿矿石贫化

愈益严重ꎬ 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３３ 年每立方米矿层黄金平均含量是 ３１ ６ 和 ４０ ９ 克ꎬ 而

１９５０ 年和 １９５１ 年则分别下降至每立方米的 ５ ６ 和 ５ ２ 克ꎻ １９３４ 年黄金矿石开采

量是 １００ 万立方米ꎬ 到 １９５０ 年和 １９５１ 年开采量则上升至 ３ ６００ 万立方米和 ４ ２００
万立方米②ꎮ 黄金的开采成本大幅度上升ꎮ １９４１ 年 １ 克黄金的开采成本是 ８ ３ 卢

布ꎬ 而到 １９５６ 年上升至 ２５ ５ 卢布③ꎮ 锡矿开采与黄金开采面临同样问题ꎮ 因此ꎬ
在 ４０ 年代下半叶至 ５０ 年代初ꎬ 远北建设总局陷入结构性危机ꎬ 尤其是矿业结构

性危机ꎮ
苏联时期北方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和经济建设也使该地区长期积累了大量垃

圾ꎬ 尤其是危险类型的污染物ꎮ 重金属、 建筑物、 家居废物、 汽车和飞机残留、
电子设备、 蓄能装备和其他金属废料等危险类型污染物遍布于北方各港口、 基

地、 越冬地、 极地站、 矿区以及工业建筑区ꎬ 苏联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并没有能

够对其进行及时的合理处置ꎬ 以至于这些危险污染物迄今仍然大量存在ꎬ 并危害

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ꎮ 冷战时期ꎬ 为防御美国空中打击ꎬ 苏联在北极海域列岛上

修建配备有防空设施、 机场和雷达站的军事基地ꎬ 并提供燃料和其他可燃润滑

剂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北极地区驻军全部撤走后ꎬ 只驻留了少量边防军人ꎬ 不需

要的大型设备和大量油桶被遗弃ꎮ 法兰式约瑟夫地群岛上述垃圾污染问题最为典

型ꎮ 该群岛位于巴伦支海北部ꎬ 苏联时期在亚历山大地和格雷厄姆贝尔岛上均

建有大规模防空基地ꎬ 这里垃圾累积重量达 ７８ ５００ 吨ꎬ 从大量废弃的油桶里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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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石油流入大海ꎬ 对周边海域造成严重污染ꎬ 仅 ２０１１ 年夏季俄罗斯就从法兰

式约瑟夫地清理了大约 １８ ０００ 个油桶ꎮ 在北部湾的一个露天工厂收集的油桶压

缩废料超过 ３ ５００ 吨ꎮ 北冰洋沿岸地区布满垃圾污物ꎬ 仅 ２０１２ 年俄联邦政府用于

收集垃圾污物的耗费就高达 ６ 亿 ５ 千万卢布①ꎮ 毫不夸张地说ꎬ 这项庞大的垃圾

污物清理工程需要俄罗斯几代人的努力ꎮ
此外ꎬ 非道德地使用囚犯劳动力也是苏联北方地区经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ꎮ

为推进 “一五计划” 按时完成ꎬ 建立苏联工业化基础ꎬ 发展北方地区生产力ꎬ
苏联国家开始无偿使用劳改犯从事生产劳动ꎮ 以远北建设总局为例ꎬ 为保障远北

建设总局劳动力ꎬ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１ 日ꎬ 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指

令ꎬ 成立东北集中营 (СВИТЛ)ꎬ 隶属于远北建设总局ꎮ 从 ３０ 年代初起ꎬ 被关

押至劳改营的人数迅速增加ꎮ １９３２ 年末ꎬ 在远北建设总局所属矿山企业、 筑路、
工业和民用建筑建设部门从事劳动的劳改犯是 ９ ９８２ 人ꎬ 至 １９３７ 年增长为 ８０ ２５８
人ꎬ １９４０ 年末更是达到 １７６ ６８５ 人②ꎮ 二战期间ꎬ 由于大量被释放囚犯入伍并死

于战争ꎬ 至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１ 日人数减少至 ７３ ７００ 人③ꎮ 二战后ꎬ 人数继续增加ꎬ
１９５２ 年ꎬ 远北建设总局在押犯的在册人数为 １８５ ２００ 人④ꎮ 这些被关押在劳改营、
集中营中的在押犯成为远北建设总局开发北方经济的主体劳动力ꎮ 此外ꎬ 远北建

设总局还采用招募志愿者、 雇佣劳动的方式ꎬ 吸引有熟练技能的人员加入北方地

区经济开发ꎬ 包括工程师、 技术人员和有工作实践经验的人ꎬ 以保障生产建设顺

利进行ꎬ 但招募工作进展并不顺利ꎮ 以科雷马河流域地区为例ꎬ １９３９ 年只完成

招募计划的 ８５％ ꎬ １９４１ 年下降至 ４４ ２％ ꎬ 而 １９４２ 年仅为 ２２ １％ ꎮ 二战后ꎬ 情况

有所好转ꎬ 但最好的 １９４９ 年也只完成招募计划的 ８６％ ⑤ꎮ １９４８ 年ꎬ 苏联内务部

在远北建设总局所辖地域内组建 ５ 号特别集中营 (Особый лагерь МВД № ５)⑥ꎮ
随后ꎬ 参与苏联 “原子弹计划” 工程人员进入特别集中营ꎮ 根据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苏联部长会议№ ３０７１ － １２７２ 决议ꎬ 这些加入特别劳改营的人员以自由雇佣身

份参与工作ꎬ 并签订为期 ２ ~ ３ 年的劳动合同ꎬ 但这些工作人员的地位事实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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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在押人员①ꎮ １９５３ 年后ꎬ 由于苏联政府实行大赦ꎬ 大量在押人员获得释放ꎬ
远北建设总局面临严峻的劳动力危机ꎬ 由此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生产处于停顿

状态ꎮ

(二) 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开发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及教训

采用动员性经济方法ꎬ 实施强制劳动ꎬ 是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ꎮ 从

１９２０ 年苏俄 “全俄电气化” 计划提出的北方经济开发计划ꎬ 到 １９３２ 年出台的北

方社会主义开发方案ꎬ 再到二战后制定的区域生产综合体开发计划ꎻ 与此相应ꎬ
从 １９２０ 年苏俄政府恢复 “喀拉考察队” 到组建北海航线委员会ꎬ 从 １９３１ 年成立

远北建设总局到 １９３２ 年组建北海航线管理总局ꎬ 都是苏俄 (苏联) 政府为开发

北极地区和北方航道采取的重要措施ꎮ 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是采取行政手段

和动员性经济方法展开的ꎮ 远北建设总局作为 “一体化综合体”ꎬ 由国家划定其

管辖地域范围ꎬ 完成国家既定任务ꎬ 发展所辖区域生产力ꎬ 经济活动 “涵盖所有

经济部门和生产领域”ꎬ “综合体下属全部企业实施统一领导ꎬ 掌管一切物质技

术资源和生产资金ꎬ 掌控所有劳动力”②ꎬ 动员一切力量保障工业化顺利完成ꎮ
远北建设总局作为苏联政府授权的特别组织ꎬ 不受国家立法机关监督ꎬ 除负责经

济发展任务外ꎬ 在管辖地域内还履行行政职能和负责党务工作ꎮ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决议ꎬ 要求 “在远北建设总局管辖地域

内履行行政职能ꎬ 且负责领导取得授权的边疆区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远

东边疆区委员会的党组织工作”③ꎬ 远北建设总局领导同时还获得了苏联人民委

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ОГПУ СССР)④ 在所辖地域内的授权ꎮ １９３９ 年ꎬ 斯大

林在谈及北方经济开发问题时特别强调ꎬ 远北建设总局 “作为特殊综合体ꎬ 在

特殊条件下使用刑事犯或有刑事犯罪的人”ꎬ “这种特殊性就要求特殊的工作环

境、 特殊的纪律、 特殊的制度”⑤ꎮ 远北建设总局掌控东北地区全权ꎬ 采用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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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济方法ꎬ 实施强制劳动ꎬ 集中一切物力、 财力和人力发展经济ꎬ 成为国中

之国ꎮ
远北建设总局在开发北方经济过程中ꎬ 没有能够解决好北方地区居民、 强制

性移民的长期稳定问题ꎬ 基础设施极端落后ꎬ 社会生活环境比较恶劣ꎬ 这也是导

致 １９５３ 年后北方地区居民大量离开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根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１ 日的统

计数字ꎬ 远东建设总局的劳动人数只有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 １ 日统计人数的 ５５％ ①ꎮ 在押

人员纷纷离开远北建设总局ꎬ 劳改犯 В К 索伯列夫写给亲人的信中说: “我不

想让我的尸体躺在这个被上帝诅咒的边疆地区”②ꎮ 居民居住条件恶劣ꎬ 无法保

证自由雇佣工人需要ꎮ 以住宅为例ꎬ １９５３ 年远北建设总局民宅总面积为 ７１ ６ 万

平方米ꎬ 居民人数为 １４ ５６ 万人ꎬ 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４ ９ 平方米③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
５０ 年代ꎬ 远北建设总局负责的东北地区经济并未得到全面开发ꎬ 除向国家提

供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贵重金属资源外ꎬ 高科技企业部门、 完善的社会基础设

施、 舒适的社会生活环境、 常住人口和合理的定居劳动力人口结构都没有

建立ꎮ

结　 语

北方地区作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空间ꎬ 经济和地缘政治作用巨大ꎬ 是苏联解

体后俄联邦国家发展的最后储备ꎮ 联合国对俄罗斯进行的矿产资源评估显示ꎬ
俄罗斯矿产资源总值为 ３００ 万亿美元ꎬ 其中北方地区就占 ７０％ ~ ８０％ ④ꎮ 苏联

解体后ꎬ 俄联邦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减弱ꎮ 一方面ꎬ 北极地区以诺里尔斯克采

矿冶金综合体、 雅库特钻石矿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化后ꎬ 被肢解并

私有化ꎮ 俄联邦政府无力解决北方地区面临的社会与环境问题ꎬ 城市居民和工

人定居点多年得不到政府支持ꎬ 社会和经济发展难以保障ꎮ 另一方面ꎬ 许多国

家趁机对俄联邦提出领土要求以及修改北方国家边界ꎬ 扩大在北极地区的经济

和政治存在ꎬ 争取北方航道国际化等ꎬ 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强化其

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和战略潜力ꎬ 试图在北极地区打压俄罗斯ꎬ 给俄罗斯造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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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难ꎮ 针对北约国家的行动ꎬ 俄罗斯被迫作出反应ꎬ 加强在北极地区的

地位ꎮ
２１ 世纪初ꎬ 俄罗斯决定重新 “挺进北方”ꎮ 俄联邦在北极地区的国内外政

策有了质的变化ꎬ 不仅试图恢复其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ꎬ 而且极为关注北方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ꎬ 制定综合开发北极地区经济的远景规划ꎬ 加快北极地区

和北海航线开发步伐ꎮ 俄罗斯重新开发北方地区的宗旨ꎬ 其一是为了应对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挤压俄罗斯在北极的战略空间ꎬ 在开发北极资源中占得先

机ꎮ 其二是俄罗斯推行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ꎬ 也是其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综合开发俄属北极地区经济和北方航道ꎬ 是俄罗斯国家经济发

展的一贯原则和重要组成部分ꎬ 体现了俄罗斯国家北极政策的历史继承性和连

续性ꎮ
但是ꎬ 俄罗斯必须认真吸取苏联时期北极地区开发的历史教训ꎮ 首先ꎬ 北

极地区开发和重建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ꎮ 其次ꎬ 必须遵循经济

规律ꎬ 纠正北极开发历史上举国动员条件下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方法的弊端ꎮ
再次ꎬ 必须加强科技创新ꎬ 正确配置资源ꎬ 注重环境保护ꎬ 完善基础设施ꎬ 使

北极地区建设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ꎬ 使建设者们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物质保

障ꎮ 只有这样ꎬ 俄罗斯新时期的北极开发和重建才能开创新气象ꎬ 取得新

成就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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