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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北极原住民——因纽特人为中心，从自治运动、经济活动和社会问题、北极治理等四个方面研
究北极原住民的生活实态以及全球变暖对其生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如何与北极原住民合
作，参与到北极的治理和资源开发与利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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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敏，安徽肥西人，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2003年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为同济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极地政治、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
发表论文有30余篇，代表性著作为《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解放还是侵略——评&lt;大东亚战争的总结&gt;》 (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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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但是旅游业的发展究竟要采取何种形式呢？
可持续的旅游业发展是当代人的共同追求，但是很多情况下旅游业也面临经济效益的增加与环境的保
护“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悖论。
尽管需要促进地区发展和自立，当地的因纽特人也在竭力寻找一种既不会对本民族文化和本地区环境
造成不可修复损害，同时又尽量满足旺盛的旅游需求的旅游业开展的途径。
 DSD积极地分析每个解决发展问题的议案，以图确保旅游业走向成功。
但是，他们的许多热情也仅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尚未得到实行。
甚至是有着最好本意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在实施中都面临挑战。
广义上讲，以普遍原则为出发点的政策可能在个别地区不适用，因为那儿可能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各
自特殊情况。
 有争议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普遍性的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就会缺乏一个统一的方向。
在努纳武特的案例中，一些政策亟需财政拨款才能将之付诸实践，以使本地区在全球旅游市场中处于
一个有竞争力的地位。
当地居民需要意识到，努纳武特的旅游产业是本地潜在的经济支柱。
努纳武特在世界旅游市场的定位需要更准确。
商业计划和培训项目需要在与当地居民协商合作的前提下实施，以免排挤传统的经济收入和影响社会
公正。
如果不这么做，旅游业就很可能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虽然绝大多数游客表示他们对在努纳武特游览的经历很满意，但是这其中又有多少人会回来再度游览
？
并且，在现在的旅游形式下，旅游市场还能够得到拓展吗？
努纳武特的地标就是在现代城市化地区所没有的一望无际的荒野以及独特的原住民文明，这也正是它
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的原因所在。
作为旅行手册上招徕游客的卖点，因纽特传统文化才是这片土地的价值所在。
正是冰原，尤其是冰原上诞生的文明史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片蛮荒之地。
可以说除此以外，“现代化”的因纽特人在旅游市场上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
绝大多数游客只会在观光游艇上待个把钟头，其他时候则主要在冰原、湖泊、公园和因纽特社区周边
的广阔区域游览。
如果他们来努纳武特旅行的出发点就是体验一下这些地标性的风光，那么他们的企望已经达到了。
但是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为了不让努纳武特仅仅作为游客中途的歇脚之地，因纽特人就
必须成为旅游产品的主体和关键。
 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试图大力发展旅游业，以促进其民族经济繁荣。
然而，考虑到北极环境的独特性（单调、脆弱），以及孕育于这种环境下的因纽特文化（以艰苦求存
为最高宗旨），光怪陆离的现代经济繁荣又是否适合因纽特人的传统观？
一方面，因纽特人竭力呼吁保护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极地环境变化的现实下，他们又试
图获得经济上的实惠。
但是两方面的冲突却是无法回避的。
这种矛盾的状态至今没能解读，或许也将持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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