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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景色（2024年10
月19日摄）。

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附近的海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附近的海冰（（20242024年年1010月月1919日摄日摄）。）。

近日，即将再次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抛出购买格陵兰岛的
惊人言语，引发关注。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
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目前是丹麦的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
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岛上稀土等资源丰富。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曾考虑购买格陵兰岛，2024
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以来，胜选的特朗普又多次表达夺取格陵兰
岛控制权的强烈意愿。特朗普为何如此“垂涎”格陵兰岛？美国真
的能控制这块丹麦自治领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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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何“垂涎”格陵兰岛？

除了格陵兰岛
特朗普还觊觎这些地方

除了格陵兰岛，特朗普近来还反复提及要“收了”巴拿马运河，“吞了”
加拿大，甚至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

巴拿马运河至今已经通航110年，作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运咽喉”，这
条“黄金水道”在为世界贸易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成为“西方列强必争之地”。

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取得运河相关权利并霸占掌控近百
年。1977年，时任总统卡特政府以一美元归还运河。

早在2011年，特朗普在采访时就称，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是“愚蠢的”。同年，巴拿马
首都巴拿马城的市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特朗普为“不受欢迎的人”。

特朗普近日表示，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需要”考虑，他不会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
夺取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

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巴拿马总统穆利诺驳斥称，“巴拿马运河为巴拿马所有，巴拿马的国家主权和
独立自主不容侵犯。”

另外，特朗普近来也频频威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并数次提及加拿大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加总理
特鲁多可以当“州长”。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发布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图中，加拿大和美国被涂成
相同的黄色，整片区域被标注为“美国”。

1月6日，特鲁多宣布，他将在执政党自由党选出新领袖后辞去总理职务。随后，特朗普再次“补
刀”，调侃特鲁多辞职是因为加拿大人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还称，如果两国合
并，将消除贸易关税、降低税收，并确保加拿大彻底免受俄罗斯船只的威胁。

1月7日，特鲁多终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加拿大没有可能成为美国一部分。作为彼
此最大的贸易和安全伙伴，我们两国的民众都因此受益。”

更有甚者，特朗普还提出，“将墨西哥湾的名字改为美国湾。它涵盖了很多领土，
美国湾——多么美丽的名字啊，而且也很恰当。”特朗普称，自他上任首日起，美国
将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直至毒品和非法移民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回应说，美国仅靠威胁和施加关税无法有效
解决移民问题，也无法缓解美国国内毒品问题。他还表示，“墨西哥
湾”这一名称早已获得联合国承认。

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也回应称，“如果我们在
30年后再见面，墨西哥湾依然会被叫作墨西哥湾。”他补充
道，墨西哥政府不会卷入这一争论。

相关链接

1月 7日，特朗普派其
长子小特朗普和其他几名

“代表”到访格陵兰岛。他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小特朗
普等一行乘坐印有特朗普
名字的飞机抵达格陵兰岛
的画面，称美国控制格陵兰
岛的“交易必须发生”。特
朗普还说，要通过夺取对格
陵兰岛的控制权“让格陵兰
岛再次伟大”。

7日晚些时候，特朗普
在海湖庄园召开记者会表
示，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
需要”考虑，他不排除通过

“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
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
性。他声称，格陵兰岛居民
可以通过投票实现该岛独
立或加入美国。

特朗普还发出威胁：如
果丹麦不愿放弃对格陵兰
岛的控制，美国将对丹麦加
征关税。

哥本哈根大学军事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
蒂安·索比·克里斯滕森表
示，从历史上看，丹麦之所
以在格陵兰岛容纳美国军
队，是因为哥本哈根没有能
力保卫这个面积广阔的岛
屿，而且美国通过北约向丹
麦提供安全保证。理论上
看，丹麦是北约的创始成员
国，而格陵兰岛属于丹麦的
主权范围。按照《北大西洋
公约》第5条的规定，对一个
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
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因此，
理论上如果美国入侵格陵
兰岛，将触发第5条，北约其
他成员国应协防丹麦。然
而，由于美国本身也是北约
成员国，这种情景将是前所
未有且极其复杂的。

针对特朗普声称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
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言论，欧洲一
些国家领导人或官员纷纷发声表示反对。

丹麦政府10日表示，计划增加在格陵兰岛
的军事投入，以加强丹麦在格陵兰岛和北极地
区的军事存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9日说，丹麦政府
已提出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会谈，
就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争议性言论进行讨
论，目前尚未获得特朗普方面的回应。

弗雷泽里克森说，特朗普2024年11月赢
得总统选举以来，丹方已同特朗普方面进行了
非正式对话。弗雷泽里克森希望能在特朗普正
式就任总统后与其进行进一步磋商。弗雷泽里
克森强调，目前没有理由相信特朗普会付诸行
动。

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埃格德10日表示，格
陵兰不想属于美国或丹麦，而是想要独立。他
表示，他希望这个拥有5.7万人口、在地缘政治
上至关重要的巨大岛屿从丹麦获得独立，并拒
绝特朗普购买格陵兰岛的企图，从而发出“自己
的声音”。

挪威首相斯特勒9日称，特朗普这一言论
“完全不可接受”。他还警告，动武控制格陵兰
岛可能威胁欧洲稳定。

法国外长巴罗8日接受法国公共电台采访
时说，特朗普的言论暴露了世界面临的强权政
治威胁。法国和欧洲不应被“恐吓”，而要在军
事实力、提升竞争力等方面加强建设。巴罗说，
他不认为美国会“入侵”格陵兰岛。格陵兰岛属
于欧盟领土，欧盟绝不会放任其他国家侵犯其
主权。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黑贝施特赖特8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注意到特朗普关
于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的言论，德国坚持不
得以武力改变边界的国际原则。

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安杰伊·舍伊纳8
日在接受采访时将特朗普这一言论形
容为“竞选活动延续的冲动”。他指
出，在特朗普正式就职之前，这些言
论并不具有约束力。

专家认为，从丹麦和格陵兰
岛官员等人的表态来看，无论
通过购买还是以强力夺取，特
朗普设想的美国获得格陵兰
岛控制权恐怕只是一厢情
愿，很难实现。

格陵兰岛有何吸引力？

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岛的兴趣，其实
反映了美国对于北极地区持续的重视。
近年来，美国持续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军
事存在。2021年，美国空军首次将B-1B
战略轰炸机部署到北极圈内，驻扎在挪
威博德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去年12月
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这是自2019年
以来美国防部对该地区战略的首次更
新，该战略声称将扩大美国在北极地区
的军备能力和监视活动，将北极描述为

“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
区”。该报告声称，美国国防部力图加大
对高科技传感器、雷达系统和一系列军
事装备的投入，以确保北极不会成为所
谓的“战略盲点”。

然而想要在北极展开大规模部署，
就离不开破冰船。对于美国来说，这是
非常尴尬的情况。美国海岸警卫队去年
12月在一份声明中强调，“需要一支由8
到9艘极地破冰船组成的船队，才能满足
极地地区的运营需求”，而实际情况是，
美国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两艘老式破冰
船只有一艘还能勉强运行，另一艘已经
沦落为“零件供应者”。作为对比，俄罗
斯拥有包括核动力破冰船在内的世界上

最大的破冰船舰队，数量多达42艘。
尽管早在6年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就

宣布将建造新一批隶属“极地安全舰”项
目的3艘重型破冰船，但由于美国造船业
的衰退以及相关技术的缺失，第一艘直
到去年12月才正式开工。报道称，根据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份
报告，重型破冰船通常“被定义为具有6
英尺破冰能力的船只，以3节的速度连续
破冰，并且可以在至少20英尺的冰层中
倒退和撞击”。“极地安全舰”首舰被命名
为“极地哨兵”号，耗资超过11.5亿美元，
计划采用柴电推进系统，长140米，宽28
米，满载排水量2.3万吨，可搭载约186名
船员，破冰厚度达1.8至2.4米，续航时间
约90天。此外，该船还设有可搭载大型
直升机的飞行甲板。

为满足重型破冰船的设计要求，“极
地哨兵”号采用了高强度的 EQ47 合金
钢，但由于美国数十年没有建造类似舰
艇，焊接工人完全不掌握这种高强度合金
钢的焊接技术，只能重新摸索和试验焊接
工艺。因此“极地哨兵”号原定于2025年
交付，但可能要到2029年甚至更久之后
才能服役，远远滞后于美国的北极战略。

背景

从地理位置看，格陵兰岛位于美国和欧洲之间，面积
相当于美国得州的3倍，现有居民约5.7万人。

长期以来，格陵兰岛一直被视为美国安全防御的关键
所在，其首府努克与纽约的距离比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更
近。因此，来自欧洲的威胁想要进攻美国本土，就很难绕
过格陵兰岛。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普拉姆·加
德表示，美国一直热衷于确保“没有敌对的大国控制格陵
兰岛，因为它可以成为攻击美国的立足点”。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早在1867年，美国从沙俄手中
买下阿拉斯加时，也曾考虑购买格陵兰岛。二战期间，在
纳粹德国入侵丹麦后，美国于1941年控制了格陵兰岛，并
在岛上建立了军事和无线电设施。根据丹麦媒体1991公
布的文件，二战结束时，美国杜鲁门政府也曾向丹麦提议，
用1亿美元来购买该岛。根据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的
国防条约，1952年，美国在格陵兰岛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
成为美国最北端的军事设施，包括一个深水港和一条3公
里的跑道，担负着时刻监控并警戒地球上任何角落可能发
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任务。

2023年4月，图勒空军基地改名为皮图菲克太空军基
地。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的报道称，皮图菲克来自
当地原住民因纽特人对此地的称呼，他们在该基地建设时
被强行搬迁。目前皮图菲克太空军基地部署有第12太空
预警中队及其升级的预警雷达，以及第23太空作战中队
的第1分队，负责遥测、跟踪和控制数十颗美国军用卫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分析称，对特朗普来说，
可能更吸引人的是格陵兰岛丰富的自然资源储量，这些资
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以及制造军
事设备所需的稀土金属等。

202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欧盟委员会视为“关键原
材料”的34种矿物中，有25种是在格陵兰岛发现的，包括
用于电池的材料，如石墨和锂，以及稀土元素。另外，美国
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格陵兰岛的稀土储量高达150万
吨。该岛未开采的石油约有175亿桶，天然气储量约4.15
万亿立方米。

冰层融化和北极气温迅速上升，虽然使格陵兰岛深受
气候危机的影响，但气候变化引发的冰川加速消融将为在
北极地区开辟新的海上航道创造可能性，进而为国际商贸
航运提供捷径。据北极理事会统计，过去10年间，在《极
地规则》认定的北极通航水域通过的船只数量增加了
37%。

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的奥布莱恩表示，对美国而言，格陵兰岛是连接北极和
北美的“高速公路”，战略意义重大。随着气候变暖，北极
地区未来将成为“关键战场”。

进展

特朗普有何想法？

反应

欧洲多国表示反对 美国北极战略面临困境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