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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走馬上任後，圍繞格陵蘭島、巴拿馬

與加沙的言論咄咄逼人，不僅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在歐美盟友

內部亦引起諸多非議。多名國際關係專家與學者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指出，與特朗普1.0時代相比，特朗普2.0時代更加注重對外戰略調

整和地緣戰略競爭，美國將矛頭轉向西半球及全球航運咽喉要道——

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與加沙地帶成為其戰略支點。這一轉向背後，

折射出美國對自身霸權衰落的深層焦慮：面對實體經濟的空心化、海

軍力量的相對衰退，以及美元霸權的去全球化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燕石

美狙擊「一帶一路」對華博弈得不償失

全球變暖使北極航道的戰略
價值與經濟價值急劇攀升。美
國早前的「北極國家戰略實施
辦法」，明確將北極納入戰略
版圖，意圖主導未來能源開採

與航運規則。這一布局直指中國
「冰上絲綢之路」設想。若美國

成功壟斷北極航道，不僅將擠壓中國與俄羅斯的合作
空間，更可能重塑環北極經濟圈，推動世界經濟重心
北移，形成以美歐為核心的「新環帶」。不過，北極
開發涉及複雜的國際法爭議與生態風險，美國的單邊
行動恐加劇與俄羅斯、北歐國家的矛盾，甚至觸發新
一輪資源冷戰。

縮短亞歐航線四成航程
北極航道由東北航道、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三條航
道構成。其中東北航道的大部分航段位於俄羅斯北
部，從北歐出發，向東穿越北冰洋，經過白令海峽之
後到達亞洲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被航海界稱為連接
亞歐的「黃金水道」。西北航道的大部分航段則位於加
拿大北部水域，以白令海峽為起點，沿美國阿拉斯加
海域向東，穿過加拿大北極群島直到戴維斯海峽。中
央航道則是從加拿大邱吉爾港出發，穿過北冰洋高緯
度海域，到達俄羅斯摩爾曼斯克港航道。北極航道不
僅可縮短亞歐航線40%的航程，北極地區更是蘊藏巨
大未開發的傳統能源，被譽為「第二個中東」。
作為北極理事會成員國的俄羅斯，一直希望觀察員
國中國參與北極航道（主要是東北航道）開發，早在
2017年5月舉行的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上，俄羅斯總統普京明確指出，「希望中國能把北
極航道同『一帶一路』連接起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對

此也作出積極的回應。同年7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俄
羅斯首次正式提出建設「冰上絲綢之路」，共同開展北
極航道開發和利用合作。
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員

院長梁海明認為，北極航道的啟用除可節省全球海運
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有助於開闢新的資源開發。
「北極地區油氣資源非常豐富，被譽為「第二個中
東」。北極地區未探明的石油儲量達到900億桶，天然
氣47萬億立方米，可燃冰440億桶，佔全球30%未被
發現的天然氣儲量和13%的石油儲量。此外北極地區
的煤炭總儲量至少有1萬億噸，超過全世界已探明煤炭
資源總量。再加上北冰洋作為世界平均水深最淺的大
洋，其半數以上大陸架水域深度都不超過50米便於能
源開採。」美國共和黨主導的「2025計劃」提出打造
「全方位戰略能源主導地位」，試圖恢復美國傳統能
源產業，減少對中國新能源供應鏈的依賴，「從特朗
普最近的發言也可以看出他更喜歡石油、天然氣。」

格陵蘭島對美國具情報價值
剛參加完慕尼黑安全會議回國的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王義桅表
示，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與會各國就曾大量討論北極
航道、波羅的海等問題。他認為美國意圖染指加拿
大和格陵蘭島，除氣候變化導致北極新航線與資源
的爭奪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格陵蘭島作為美
國與歐洲的海底光纜接入口，對歐洲國家安全而言
舉足輕重。丹麥廣播公司2021年報道，美國情報單
位藉由丹麥鋪設的海底電纜與網絡線，可透過歐洲
各國政要手機號竊聽所有通話、讀取每封短信，甚
至連瀏覽過的網站資料都一清二楚。報道稱被監控
對象遍及德國、法國、瑞典與挪威。

美國試圖通過控制關鍵航道與供應鏈節點重塑全球貿易體系，進而鞏固其
地緣政治主導地位。受訪專家們指出，美國此舉會對亞歐各國特別是美

國傳統盟國內部造成遏制與衝擊，強調倚靠海洋霸權而主導世界歷史發展
進程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難以鞏固當今多極世界的支配地位。
特朗普圍繞格陵蘭島、巴拿馬與加沙的言論，激進得讓人有些摸不到頭腦。
但翻開世界地圖，一切一目了然。中美洲國家巴拿馬所扼守的巴拿馬運河，為

鏈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位於紅海北部的加沙，不僅是亞非歐三
大洲的節點，所扼蘇伊士運河更是印度洋航運往來歐洲的咽喉；格陵蘭島與加拿大所實際控
制的是亟待開發、具有極大經濟與戰略價值的北極航線前沿。而中國在上述區域亦有大量
投資與海外利益。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特朗普政府的回應是「以點破面」，試圖通過控
制關鍵航道與供應鏈節點，重塑全球貿易體系，進而鞏固美國地緣政治主導權。

美國夢想重回「榮光時代」
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員院長梁海明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認為，全球貿易總量中，有近90%由海運承擔（日商環球訊息有限公司2024預估數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2023年海運述評》數據為約80%），而海上新航線的開闢
往往會改變國際經濟格局。他舉例稱，在15世紀，西歐各國通往東方的新航路開闢，
成功使世界經濟重心轉至大西洋沿岸地區。又如由美國主持修建的巴拿馬運河於1914
年開通之後，極大提升了美國在世界經濟、政治的影響力，加速使美國發展成為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他認為，全球航運節點控制權確實有助美國重構全球貿易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王義桅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特朗普試圖通過控制全球供應鏈、運輸通道的做法，是在進行所謂安全抵消中國影響力
的行為。「當年美英通過控制蘇伊士與巴拿馬運河，控制全球貿易的運輸線，鞏固和加強盎
格魯薩克遜的世界支配地位。特朗普也想重回當年巔峰的榮光。」王義桅指出，若美國上述
戰略調整能成功，在短期內可以令美國通過申索關稅、運河通行費、敲詐別國領土等方式，
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美元危機。但美元霸權就像是毒品，特朗普也很難阻止國際金融資本對美
國的挾持，這使美國想要再度工業化的同時還要維持美元霸權的戰略夢想難以兼顧。

從亞太收縮到強化西半球的戰略轉向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副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王在邦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全球航運格局，即屬經濟範疇，又是地緣政治範疇。雖然上述信號可以視為特朗普在試
圖重塑全球政治格局，但總體而言，美國處於戰略收縮的狀態。
公開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外貿海運量達49.6億噸，佔全球30.1%，而美國僅為18.5億
噸。自2010年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最大航運國後，中國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樞紐地位日益穩
固。王在邦稱，當今的美國面臨十分嚴重的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問題。同時美國不再是世界第

一航運大國，也很快不再是世界第一海軍強國。「特朗普在上一個任期內，深刻地感受到美國世界
霸權危機。在2.0階段，特朗普沒有繼續拜登的民主黨政府通過在亞太地區炒作中國威脅，推進地
緣戰略、加強美日韓同盟關係的做法，轉而炒作巴拿
馬、加拿大和格陵蘭問題，說明美國正在強化西
半球地區的防務。」

特朗普特朗普22..00圖重構地緣戰略挽頹勢圖重構地緣戰略挽頹勢
霸權黃昏與多極秩序碰撞 謀控制關鍵航道供應鏈節點

●●肯尼亞標準軌鐵路計劃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標誌性項目之
一。 網上圖片

在特朗普1.0時期，美國啟動逆全球化進程，頻頻「脫鈎斷鏈」的背景下，中國
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填補全球化公共產品缺口的核心優勢覆蓋130多國，並建
成中老鐵路、佩列沙茨大橋等數千項目。2023年中歐班列開行1.7萬列，聯通歐洲
25國200餘城，運輸成本較海運下降30%。這種陸海聯動模式使亞洲內陸國首次獲
得直達歐洲的貿易通道，並形成海洋霸權思維無法提供的全球化經濟增量。
特朗普政府對關鍵節點爭奪的本質之一是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精準

狙擊。巴拿馬政府早前迫於壓力宣布退出「一帶一路」，暴露美國正以政治脅
迫與經濟施壓雙管齊下，削弱中國在全球化產業鏈中的影響力。專家指出，美國此舉難改「一
帶一路」的長期韌性：十年間，該倡議已覆蓋全球75%的人口，其「陸海聯動」模式填補了此
前基於海洋全球化的國際公共產品的空缺，契合更多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以及基礎設施與工
業化轉型需求。

美高度依賴外部供應鏈穩定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王義桅分析認為，產業空心化的美國高度
依賴外部供應鏈的穩定，而特朗普劍指的區域則被美國視為咽喉。「他（特朗普）確實在對關鍵節
點、關鍵通道、關鍵地區或項目下手。」但他強調，「想要全面對付『一帶一路』，美國沒有那麼多
精力、財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副院長、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王在邦表示，特朗普的強勢外交確實已對中
國的「一帶一路」造成了衝擊，但
他強調，歐美等國一直不遺餘力地
對中國「一帶一路」進行打壓、造
謠，「從現在情況上看收效甚微，
這說明『一帶一路』適應絕大多數
國家發展需求。」他解釋稱，在近
500年世界歷史上，影響世界發展的
都是傳統的海洋國家，但現在看
來，這個歷史進程已經結束。傳統
海洋國家產業空心化、金融泡沫化，
使他們喪失了對內陸國家支配能
力。」
王在邦認為，隨着陸路交通的改
善，內陸國家的對外貿易成本的降
低，未來世界發展重心勢必將由內
陸國家來主導，而美國若固守航運
霸權思維，恐錯失多極化浪潮下的
合作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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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航道北極航道

●●梁海明

●●王在邦王在邦

●王義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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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地區蘊藏巨大未北極地區蘊藏巨大未
開發能源開發能源。。圖為俄羅斯圖為俄羅斯
北部的石油鑽井北部的石油鑽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冷戰下爭奪北極航道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