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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背景下的
中东欧能源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基于角色冲突的视角∗

张　 锐
∗

【内容提要】 　 角色冲突指行为体同时扮演两个或更多的角色ꎬ 而

这些角色承载不相容的期望ꎮ 中东欧国家长期被视为欧盟内部能源转型

的落后者ꎬ 既不愿在本土加速转型ꎬ 也经常反对欧盟实施激进脱碳政

策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中东欧国家的能源战略出现较大调整ꎬ 但呈现

“积极转型者” 和 “消极转型者” 的角色冲突ꎮ 域内国家一方面支持加

快转型ꎬ 设定更高转型目标ꎬ 加大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ꎬ 推动大型项目

开发ꎬ 迅速改善政策环境ꎻ 另一方面保障化石能源供应仍为各国首要任

务ꎬ 能源转型议题处于相对次要地位ꎬ 多国继续维持对煤电的较大依

赖ꎮ 本文运用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ꎬ 提出中东欧国家能源角色冲突的原

因包括各国能源转型期望与能源安全期望之间的矛盾、 争取外部利益与

维护本土产业的冲突ꎬ 同时各国还缺乏推动快速转型的实力和明确具体

的转型目标ꎮ 未来ꎬ 中东欧国家将继续融入欧盟能源转型的大趋势ꎬ
“积极转型者” 角色或更加凸显ꎬ “消极转型者” 角色或加速弱化ꎻ 区

域国家对核电的倚重有望加强ꎬ 与美国的能源联系将会提升ꎮ 中国是中

东欧能源转型的重要伙伴ꎬ 未来可从政策沟通、 基础设施建设、 清洁能

源供应链等维度加强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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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总部管理科技项目 “国际地缘关系对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的级

联机理、 耦合模型与关键场景构建技术研究” (ＳＧＴＹＨＴ / ２１ － ＪＳ － ２２３) 资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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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能源供应链构成了颠覆性冲击ꎬ 欧盟将能源

转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ꎬ 试图扩大可再生能源开发、 减少对化石能源的

依赖ꎬ 增强欧洲在世界能源体系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自主权①ꎮ 在此背景下ꎬ 欧

盟及其成员国的能源转型具有更加突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ꎮ
长久以来ꎬ 中东欧国家②的能源系统具有次区域的共同特点: 一是中东欧是

欧盟煤炭生产消费的主要地区ꎮ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 ２０２１ 年ꎬ 欧盟褐煤产量为

２ ７５ 亿吨ꎬ 中东欧和德国基本各占一半ꎻ 欧盟仅有波兰、 捷克两个硬煤生产国ꎬ
年产量共计 ５ ４６０ 万吨③ꎮ 同年ꎬ 波兰、 捷克、 保加利亚的煤电发电占比分别为

７２ ４％ 、 ４４％ 、 ３７％ ꎬ 域内多国对煤电的依赖程度较高④ꎮ 二是区域可再生能源

开发水平较低ꎮ ２０２１ 年在 １１ 个中东欧国家中ꎬ 七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低于

欧盟平均水平 (３１％ )ꎻ 除立陶宛外ꎬ 十国 “风能 ＋ 太阳能” 的发电占比低于欧

盟平均水平 (１９％ )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 年间ꎬ 多数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增长缓

慢ꎬ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捷克仅增长 １０％左右ꎬ 斯洛伐克增长 ２％ ꎬ 拉脱维亚

增长 ３％ ꎬ 而同期欧盟区域的增长水平为 ５３ ２％⑤ꎮ 三是域内国家对俄罗斯能源

资源、 能源技术存在较大依赖ꎮ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石油在斯洛伐克、 立陶宛、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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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张锐: «乌克兰危机下国际能源供应链断裂重组及其战略影响»ꎬ 载 «亚太

安全与海洋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ꎻ 贺之杲: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观调整及对欧亚秩序

的影响»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本文所谓的 “中东欧”、 “中东欧国家” 指欧盟的 １１ 个中东欧成员国ꎬ 包括爱沙尼亚、 拉

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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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石油总量中的占比均高于 ６０％ ꎻ 俄罗斯天然气在拉脱维亚、 保加利亚、 波

兰天然气供应量中的占比达到 ９３％ 、 ７７％ 、 ４０％①ꎮ 中东欧有 １６ 个由俄罗斯建

造的核反应堆ꎬ 分布在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四国ꎬ 这些反应堆持

续依赖俄罗斯提供的核燃料和技术服务ꎮ
基于上述特点ꎬ 中东欧国家长期被视为能源转型的落后者ꎬ 既不愿在本土推

进新旧能源的快速替代ꎬ 也总是反对欧盟实施激进的脱碳政策ꎬ 导致欧盟内部在

转型目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错位②ꎮ 有研究指出中东欧 “本土能源企业利益的

高度集中、 各国利用新能源的技术经济能力及其在化石能源上的技术锁定” 都限

制了域内政府推动能源转型的进度③ꎮ 对波兰的案例分析显示该国政府在参与欧

盟气候能源政策制定时 “并不否认改变其能源体系的意愿ꎬ 但表现出被动姿态ꎬ
暗示其变革需要得到外部支持”④ꎮ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中东欧国家在能源政策

上被迫作出较大调整ꎬ 但国内外相关研究十分有限ꎮ 例如ꎬ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的报告认为地缘政治变局加速中东欧能源转型的 “欧洲化”ꎬ “在西欧和中东欧

成员国之间竖起一堵碳墙的风险不复存在”⑤ꎮ 皮奥特祖克等人的研究认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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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格拉德集团正在重新界定它们在地缘经济能源秩序中的位置ꎬ 美国、 西欧和中

国等行为体将填补俄罗斯的能源影响并为此展开竞争①ꎮ 同时ꎬ 现有研究普遍没

有触及中东欧在化石能源开发、 转型力度安排等方面的较强路径依赖ꎮ
本文尝试通过角色冲突的分析视角ꎬ 探讨乌克兰危机下中东欧国家的能源转型

战略ꎬ 分析它们为何会维持 “积极转型者” 与 “消极转型者” 并存的自相矛盾状

态ꎮ 本文不仅旨在分析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与能源双重变局下的应对性调适ꎬ 也着眼

于呈现区域国家在欧盟绿色发展框架下推进能源转型的基本逻辑和固有挑战ꎮ

一　 基于角色冲突的分析框架

角色理论在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ꎬ 关注个人如何根据其各自的社会身份和

处境行事ꎮ 该理论自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ꎬ 已形成丰富的研究基础ꎮ

(一) 角色理论的核心观点

角色理论包括角色期望、 角色概念、 角色表现三个核心概念ꎮ 角色期望指国

际、 国内行为体对一国所扮演的角色的期待和要求ꎮ 现有研究普遍强调角色期望

的多元性ꎬ 即角色期望不仅来自一国的政治决策者和民众ꎬ 也可以来自国际体系

中其他行为体及它们共同组成的跨国网络②ꎮ 通常情况下ꎬ “一国的对外行动虽

然在很大程度上由内部想法和行动过程所驱使ꎬ 但也需要根据他者的期望和反

应、 以适应性方式进行塑造”ꎬ 这是国际社会 “主体间实践” ( ｉｎｔｅｒ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社会化博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的必然结果③ꎮ 角色概念指 “政策

制定者对于适合其国家的一般性决定、 承诺、 规则和行动的定义ꎬ 以及国家在国

际体系或从属区域体系中应持续履行的职能的定义”④ꎮ 其作为一种指引性因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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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ｏｔｒ Ｚｕｋꎬ Ａｒｏｎ Ｂｕｚｏｇáｎ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ｅｍｉ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Ｖｉｓｅｇｒａ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８５ꎬ Ｐａｒｔ Ｂ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 １ － １４

Ｍｏｃｈ Ｋａｒｉｍꎬ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９９

Ｒｉｋａｒｄ Ｂｅｎｇｔｓｓｏｎꎬ Ｏｌｅ Ｅｌｇｓｔｒöｍ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９３ － １０８

Ｋａｌｅｖｉ Ｈｏｌｓｔｉ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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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公开的或政治上可行的政策选择进行取舍ꎬ 并在决策中有力排除那些与

之不相符的变量”①ꎮ 同时ꎬ 一国还可以根据不同地缘空间 (即全球、 区域和周

边)、 不同议题领域追求内涵各异的角色概念ꎮ 角色表现被定义为因变量ꎬ “反
映行为体角色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战略、 决策、 政策和实施方式的程度”②ꎮ

三个概念构成一个三段论式的演进逻辑: 角色期望汇聚成为稳定的、 清晰的

角色概念ꎬ 然后观念层面的角色概念衍生出实践层面的角色表现ꎮ “例如ꎬ 苏联

认为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ꎬ 所以在冷战期间介入了东欧国家的内部

事务ꎻ 同样ꎬ 美国将自身定位为冷战期间全球反对共产主义的领导者ꎬ 所以参加

了越南战争ꎬ 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般的扩散效应ꎮ”③ 角色

理论提供了一系列分析隐喻ꎬ 表明一国如何看待其在国际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
所应追求的利益及如何采取相应的政策作为ꎬ 并将对外政策研究的不同分析层次

连接起来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角色理论可以应用于本文所关注的中东欧能源转型战

略ꎬ 一是因为在欧盟现行体制下ꎬ 各成员国的能源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盟

的规制与利诱ꎬ 需要统筹和回应诸多内外部需求ꎬ 绝非封闭的国内事务决策ꎻ 二

是由于在俄乌冲突背景下ꎬ 能源决策被赋予了更强的对外战略属性ꎬ 在欧盟国家

看来ꎬ “能源转型不再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气候治理议题和对子孙后代的责任ꎬ
其在当下具有具体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④ꎮ

(二) 角色冲突的成因分析框架

角色冲突指行为体同时扮演两个或更多的角色ꎬ 而这些角色承载不相容的期

望ꎮ 多数情况下ꎬ 角色冲突是一种负面现象ꎬ 当时间和资源有限时ꎬ 完成不同角

色行为的活动必然发生矛盾ꎬ 即 “完成一种角色所占用的时间和资源多ꎬ 用于完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ｉｊｋｅ Ｂｒｅｕｎｉｎｇꎬ “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Ｂｌｉｎｄ Ｓｐｏｔｓ ”ꎬ ｉ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ꎬ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ｓ Ｍａｉｌｌ ｅｄｓꎬ 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３

Ｎｉｃｏｌｅ Ｋｏｅｎｉｇａ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Ｕ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ｙ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５３

Ｋａｉ Ｈｅꎬ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ꎬ 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７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９８

Ｄｉａｎａ Ｇｈｅｒａｓｉｍ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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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另一角色的时间和资源必然就会减少”①ꎮ 角色冲突容易导致一国的政策行为

产生争议ꎬ 出现政策失效或混乱、 立场摇摆不定、 资源配置失衡、 国际信誉受

损、 对外合作波动等问题ꎮ
关于角色冲突的成因ꎬ 现有研究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 第一ꎬ 角色冲突源于

自我驱动 (ｅｇｏ － ｄｒｉｖｅｎ) 和他者驱动 ( ａｌｔｅｒ － ｄｒｉｖｅｎ) 的角色概念之间的对立ꎬ
即国家采取了既遵循内部诉求又吸纳外部期望的多重角色扮演ꎬ 但无法化解不同

角色间的矛盾ꎻ 第二ꎬ 国家内部对角色概念存在相斥性的追求ꎬ 包括横向冲突

(即政治精英内部关于角色概念的不同偏好) 和纵向冲突 (即精英推动的角色概

念与民众期盼的角色概念之间存在分歧)②ꎮ 现有研究尽管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ꎬ
但呈现出强烈的建构主义色彩ꎬ 容易将角色冲突直接简化为不同角色期望之间的竞

争ꎬ 忽略了角色概念依托于复杂的 “物质—观念” 互嵌结构与主体间不断累积的

互动过程ꎮ 本文针对上述不足ꎬ 提出角色冲突的成因分析框架 (见表 １)ꎮ ③

表 １　 角色冲突的成因分析框架

自我维度 关系维度

物质因素 实力赤字 利益冲突

观念因素 期望模糊性 期望异构性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③ꎮ

这一成因分析框架首先凸显了角色塑造过程中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的二重

性ꎬ 换言之ꎬ “角色概念有两个主要来源: 第一是物质性来源ꎬ 即国家地理位置、
资源、 政治经济实力等方面ꎻ 第二是文化性来源ꎬ 包括文化遗产、 历史观念、 意

识形态等”④ꎮ 其次ꎬ 这一框架强调了角色概念生成的自我维度和关系维度ꎬ 前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袁伟华: «对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论: 概念解释机制与中国—东盟关系的案例»ꎬ
载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Ｊｕｌｉｅｔ Ｋａａｒｂｏꎬ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ａｎｔｉｒꎬ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ａｒｓ: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Ｄｕｔｃｈ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４６５ － ４８３

Ｍｏｃｈ Ｋａｒｉｍꎬ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ꎻ Ｃｈｉｕｎｇ － Ｃｈｉｕ Ｈｕａｎｇ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４ꎬ ｐｐ ５２４ － ５４３

毕世鸿、 马丹丹: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角色构建及面临的角色冲突»ꎬ 载 «南洋问

题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者是以自我驱动为主、 基于自身实力地位和对外在环境理解的生成路径ꎬ 后者是

具有关系敏感性、 包含其他国家关系行为体参与的生成路径ꎮ 不同于传统、 偏向

于静态的成因解释ꎬ 关系维度并非只反映外界单向的期望输入ꎬ 而是试图描绘在

既定关系框架中内部利益与国际利益、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相互作用ꎮ
通过将上述因素、 维度相结合ꎬ 本文提出四种角色冲突的成因ꎮ 一是实力赤

字ꎬ 即一国缺乏履行特定角色概念的资源或能力ꎮ 国家实力是 “支持特定角色的

必要非充分条件”①ꎬ 能够限定角色可能的内涵ꎬ 当一国实力受限但又面临超越

实力的角色期望时ꎬ 其很可能维持多个相互矛盾的角色概念ꎮ 二是利益冲突ꎬ 即

一国国内利益与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诉求不相符ꎮ 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国际层面

的利益常诱导一国承担外界所期望的角色ꎬ 但这种角色可能会伤害一国国内利

益ꎬ 现实利益的取舍困境容易导致国家在不同角色中摇摆ꎮ 三是期望模糊性ꎬ 指

一国对其自身的期望缺乏确定性或具体内容ꎬ 当国家面对某一新兴议题或国际环

境急剧变化时ꎬ 其可能出现思维上的路径依赖或认知不足ꎬ 新旧角色概念的更替

容易出现波折ꎮ 期望模糊性也可以是一国有意为之的状态ꎬ 其通过表达含糊其词

的期望来维护对外行动的自由度ꎮ 四是期望异构性ꎬ 指一国面临多方面且内涵不

同的角色期望ꎬ “国家决策者为了兼容相互竞争的期望ꎬ 不可避免地需要以妥协

和模棱两可的方式维持一系列的角色概念”②ꎮ 期望异构性容易出现在一国寻求

加入某一群体时ꎬ 作为新来者ꎬ 其往往把精力放在扮演他者所期望的角色上ꎬ 以

争取得到群体的认同和接纳ꎬ 但这类新角色往往与该国自主追求的角色形成冲

突ꎮ 上述四种成因在不同的角色矛盾状况中必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二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东欧的能源转型战略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中东欧国家的能源转型战略出现较大调整ꎬ 但呈现出

“积极转型者” 和 “消极转型者” 两方面表现ꎬ 下文将立足这两个角色概念ꎬ 对

其战略进行详细梳理ꎮ

４２１

①

②

孙志强、 张蕴岭: «地位寻求、 角色构建与英国脱欧后的对外政策调整»ꎬ 载 «欧洲

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Ｌｉｓｂｅｔｈ Ａｇｇｅｓｔａｍꎬ “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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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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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积极转型者的表现

１ 支持加快能源转型

中东欧国家正积极融入区域能源转型进程ꎮ 中东欧国家一度对欧盟推动的能

源转型持抵制态度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６ 年当欧盟制定 “２０２０ 年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
时ꎬ 当时已入盟的中东欧国家 (尤其波兰、 捷克和匈牙利) 是区域能源转型目

标的主要反对者ꎬ 认为欧盟没有照顾它们在能源开发上的国家利益ꎬ 而要求它们

与转型负担较轻的西欧 “齐步走”ꎮ 当欧盟起草 «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时ꎬ 中东欧国家再次成淡化低欧洲气候治理雄心的主力ꎬ 要求欧盟不应过度干预

成员国的能源开发规划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达成的框架文件中ꎬ 根据中东欧成员国

的意见ꎬ 欧盟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目标从西欧、 北欧国

家规划的 ３０％降至 ２７％ ꎬ 同时欧盟也不提出针对国家的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ꎮ
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各项能源转型行动普遍表

达支持ꎬ 与域内其他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上的分歧明显缩小ꎬ 这使得欧盟

能在短时间内出台 “ＲｅＰｏｗｅｒ ＥＵ” 计划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

达成了政治协议ꎬ 将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在欧盟能源消费中的目标份额从现在的

３２％提高至 ４２ ５％ ꎬ 面对转型责任的大幅提升ꎬ 中东欧国家未如此前般 “条件

反射” 式地反对ꎬ 而是展现顺应和共谋区域绿色发展的积极姿态ꎮ
中东欧多国更新、 提升本国的能源转型目标ꎮ 从危机全面升级的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到 ２０２３ 年年底ꎬ 整理公开材料可见ꎬ 至少十个国家在此期间提出了新目标:
立陶宛、 爱沙尼亚均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将实现 １００％ 可再生能源供电ꎻ 罗马尼亚把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目标从此前设定的 ３０ ７％ 提升至 ３４％ ꎬ 斯洛文尼亚

将这一目标从此前设定的 ２７％ 提升为 ３５％ ~ ４５％ 之间ꎬ 捷克将这一目标从此前

设定的 ２２％ 提升到 ３０％ ꎻ 波兰气候部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提出到 ２０４０ 年零排放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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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计划由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布ꎬ 其核心内容是通过节约

能源、 加速能源转型和促进能源供应多样化三大手段ꎬ 使欧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ꎮ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设定的具体目标包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区域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容量增至 １ ２３６
吉瓦ꎬ 光伏装机容量增至 ６００ 吉瓦ꎬ 区域本土绿氢产量达 １ ０００ 万吨ꎮ 欧盟准备为该计划的实

施动员近 ３ ０００ 亿欧元的公共资金ꎬ 其中 ９５％ 的资金用于能源转型领域ꎮ 相关信息参见: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ꎬ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 ｓｅｃｕｒｅ － ａｎｄ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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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的发电装机占比应达到 ７４％左右ꎬ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应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６ ７ 吉瓦增长到 ８８ 吉瓦ꎻ 匈牙利提出将把 ２０３０ 年可再生

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从此前设定的 ２１％ 提升至 ２９％ ꎻ 斯洛伐克表

示将在 ２０２５ 年把零排放能源的发电占比提升至 ９０％ ꎻ 拉脱维亚规划将风电装机

容量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８ 吉瓦提升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３ 吉瓦ꎻ 保加利亚提出 ２０３０ 年光伏、
风能的装机规模目标分别为 ７ 吉瓦和 ２ 吉瓦ꎮ

２ 加大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

２０２２ 年中东欧 １１ 个国家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５９ 吉瓦ꎬ 同比增长

１３ ２％ ꎬ 装机规模增幅较大的国家包括波兰、 捷克、 保加利亚ꎬ 比 ２０２１ 年水平

分别增加了 ２９％ 、 １４ ８％ 、 ８ ４％①ꎻ １１ 国 “风能 ＋ 太阳能” 的发电总量比上年

增长约 ２８％ ꎬ 远高于欧盟 １５％的平均增长水平②ꎮ 光伏方面ꎬ 除保加利亚外ꎬ 其

余十国的光伏发电占比在 ２０２２ 年都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份额③ꎮ 一些国家的发

展尤为显著ꎬ 如波兰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４ ９ 吉瓦ꎬ 位居欧盟第三位ꎬ 该国光

伏发电量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３ ９３ 太瓦时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８ １５ 太瓦时ꎻ 匈牙利新增了

１ 吉瓦的光伏装机容量ꎮ 风电方面ꎬ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风

能发电占比创下新的纪录ꎬ 其中克罗地亚以 １７％的比例位居区域国家之首④ꎮ

３ 推动大型项目开发建设

中东欧国家更加重视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划、 招标和建设ꎮ 在俄乌冲突

爆发后ꎬ 波兰政府提出将大规模构建清洁电力系统ꎬ 包括新建 １６ 吉瓦的光伏和

风电装机、 升级和扩展现有输电网络ꎬ 波兰国家电网公司和五大配电企业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前投资 １１０ 亿欧元用于相关建设ꎮ 克罗地亚经济部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了 ２１６
个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招标ꎬ 项目总容量高达 ５ ９ 吉瓦ꎬ 其中最大的光伏项目达到

９５０ 兆瓦ꎬ 如建成将为欧盟境内最大规模的光伏发电站ꎮ 罗马尼亚能源部于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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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ꎬ ＩＲＥＮＡ
“Ｉｎ Ｉ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Ｃｌｅａｎｅｒꎬ Ｃｈｅａｐｅｒ ＣＥ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ｐｓ: / / ｅｍｂｅｒ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ｒｇ / 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 － ｉｔ －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 ｃｅｅ － ｐｏｗｅｒ － ｓｙｓｔｅｍ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ｍｂｅｒ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ｒｇ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２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Ｉｎ Ｉ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Ａ Ｃｌｅａｎｅｒꎬ Ｃｈｅａｐｅｒ ＣＥ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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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发布了 ２０３０ 年前的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ꎬ 将利用开发差价合约机制进行 １０ 吉

瓦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招标ꎬ ２０２３ 年内计划启动首批 １ ５ 吉瓦容量的拍卖ꎮ 海上风电

成为区域新的投资重点: 立陶宛计划在波罗的海建设两个风电场ꎬ 总容量达 ７００ 兆

瓦ꎬ 建成后可满足该国一半电力需求ꎬ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已完成其中一个项目的首次招

标ꎻ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同推动名为 “ＥＬＷＩＮＤ” 的海上风电项目ꎬ 设计装机容

量高达 １ 吉瓦ꎻ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研讨在黑海上建设联合风电场的可行性ꎮ

４ 迅速改善政策环境

长期以来ꎬ 中东欧光伏、 风电开发遭受能源电力、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制

约ꎬ 导致新建项目的合规门槛较高、 审批时间较长、 投资难度较大ꎮ 例如ꎬ 波兰

政府曾于 ２０１６ 年推出所谓的 “１０Ｈ” 法规ꎬ 即风电场不能设在与最近住户距离

小于风机安装高度 １０ 倍的地方ꎬ 这实际上使波兰绝大多数陆地都无法进行风电

开发ꎬ 该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２６６ 兆瓦陡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１ 兆

瓦①ꎮ 从俄乌冲突爆发到 ２０２３ 年年底ꎬ 域内绝大多数国家大幅简化可再生能源

项目的审批流程ꎬ 减少诸多不必要的限制ꎬ 为项目创造更加友好开放的政策环

境ꎬ 吸引国内外投资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东欧国家改善政策环境的进展

国家 主要政策进展

波兰
废除 “１０Ｈ” 法规ꎬ 风力涡轮机被允许安装在距离居民楼 ７００ 米之外的地方ꎻ
简化光伏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ꎮ

保加利亚
修订 «可再生能源法» «能源法» 等法案ꎬ 简化可再生能源项目接入公共电
网、 地方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审批程序ꎮ

捷克 装机容量低于 ５０ 千瓦的光伏项目无需申请建筑许可证ꎮ

斯洛伐克 放宽风电环境评估标准ꎬ 创设两个风电开发专门区域ꎮ

立陶宛 批准一个新法案ꎬ 专门放宽风电、 光伏项目的审批条件ꎮ

拉脱维亚
进行 «能源法» «电力市场法» 修订ꎬ 减少项目投资回收风险ꎬ 简化大型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审批程序ꎮ

爱沙尼亚 提出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批必须控制在 ３ 年以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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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Ｌａｗ ｔｏ Ｕｎｂｌｏｃ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 ｈｔｔｐｓ: / /
ｎｏｔｅｓｆｒｏｍｐｏｌａｎｄ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０９ / ｐｏｌｉｓｈ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 ｌａｗ － ｔｏ － ｕｎｂｌｏｃｋ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ｏｆ －
ｏｎｓｈｏｒｅ － ｗｉｎｄ － ｆａｒｍ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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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 提出一项关于可再生能源项目选址的法案ꎬ 扩大可利用空间ꎮ

罗马尼亚
简化陆上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审批流程ꎬ 允许清洁电力项目可以在小于 ５０ 公顷
的农业用地上建设ꎮ

克罗地亚 简化项目许可程序ꎬ 发布关于获得项目许可的行动指南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公开报道或政府公告整理ꎮ

(二) 消极转型者的表现

尽管中东欧国家在短时间取得一系列转型成果ꎬ 但它们仍呈现行动上的保守

性与摇摆性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ꎮ

１ 能源转型并非各国能源决策重点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中东欧国家参与了中止或减少进口俄罗斯煤、 油、 气、 电

的制裁行动ꎬ 填补化石燃料供应缺口、 扩大油气供给多元化成为域内国家的首要

任务ꎮ 所以ꎬ 各国将主要决策精力都放在化石能源上ꎬ 事关能源转型的议题处于

相对次要甚至边缘的地位ꎮ
具体而言ꎬ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谈及危机后八项能源应对举措时ꎬ 内容集

中在新建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天然气输送管道、 面向全球缔结更多天然气和石油

进口合同ꎬ 并不包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①ꎮ 同样ꎬ 匈牙利政府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宣布

国家进入 “能源紧急状态” 后配套提出的七项行动计划主要为扩大本土天然气、
煤炭和核电开发ꎬ 也不包含可再生能源相关内容ꎬ 总理欧尔班更是认为 “太阳能

和风能是最昂贵的两种能源形式ꎬ 因为太阳并不总能照耀ꎬ 风也不总是在吹ꎬ 所

以需要购买其他能源来维持电力系统”②ꎮ 捷克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提出的能源政

策重点为扩建阿尔卑斯石油管道 (ＴＡＬ 管道)、 建设 “波兰—捷克” 天然气管

道、 确保获得荷兰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部分容量ꎬ 其目的在于扩大从邻近区

域获得化石燃料的规模ꎮ 保加利亚是欧洲首批主动切断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国

家ꎬ 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开始ꎬ 政府一直忙于与阿塞拜疆、 希腊、 美国谈判新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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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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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采购合同ꎬ 该国内部 “很少有人公开讨论停滞不前的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天然气

供应中断风险下的能源转型机遇”①ꎮ 罗马尼亚政府把俄乌冲突视为驱动黑海离

岸天然气开发的重大机遇ꎬ 积极与欧美能源企业开展接触、 引进投资ꎬ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罗马尼亚石油公司与奥地利国家石油天然气集团宣布将投资 ４０ 亿欧元联合

开发 “海王星深海天然气田”ꎬ 该项目有望成为欧盟境内最大的天然气开采项

目ꎮ 爱沙尼亚是全球唯一以油页岩为主体能源的国家②ꎬ 其在俄乌冲突后抛弃了

此前 “逐步减少开采” 的承诺ꎬ 国有电力生产商 ＥｅｓｔｉＥｎｅｒｇｉａ 公司表示将把全国

油页岩产量提升至 １ ０００ 万吨ꎬ 但不会放弃 ２０３０ 年前停止利用油页岩发电的

目标ꎮ

２ 拖延弃煤进程

是否减少对煤电的依赖是观察中东欧国家能源转型进展的重要指标ꎮ 在俄乌

冲突爆发前ꎬ 域内国家普遍规划了停用煤电的时间点和路线图ꎬ 但面对内部沉重

的能源安全压力ꎬ 多国政府都在用实际行动拖延弃煤进程ꎮ 由于波兰主动切断从

俄罗斯的煤炭进口ꎬ 加之国际煤价高涨、 进口成本增加ꎬ 该国 ２０２２ 年的煤电发

电规模和占比出现了下降③ꎮ 但波兰政府仍对煤电寄予厚望ꎬ 多次表示将推迟关

闭现有煤电厂的计划ꎬ 还会扩大本土煤炭开采ꎬ 气候部长安娜莫斯科瓦

(Ａｎｎａ Ｍｏｓｋｗａ) 指出: “波兰在冲突爆发前已经存在日益增长的煤炭需求ꎬ 政府

正计划尽可能提高产量ꎬ 同时也在规划新的采矿地点ꎮ”④ 匈牙利国内目前仅存

最后一家燃煤电厂———装机容量 ８８４ 兆瓦的马特拉 (Ｍáｔｒａ) 煤电厂ꎬ 其也为该

国第二大发电厂ꎮ 匈牙利政府曾承诺在 ２０２５ 年前逐步淘汰煤电ꎬ 但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发布的 “能源紧急行动计划”ꎬ 该国决定使马特拉电厂已关停的机组恢复生

产ꎬ 审查将该电厂运行寿命延长至 ２０２９ 年的可行性ꎬ 并在 ２０３０ 年继续增加本土

褐煤生产ꎮ 捷克 ２０２２ 年前 ９ 个月的褐煤产量比 ２０２１ 年同期增长了 ２０％ 以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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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页岩是一种高灰分的含可燃有机质的沉积岩ꎬ 其经低温干馏可以得到页岩油ꎬ 属

于一种高碳能源ꎬ 在开采过程中也会制造大量环境污染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波兰虽然本身是欧盟最大的煤炭生产国ꎬ 但多年来也进口俄罗斯煤

炭以支撑国内的煤电产能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波兰是俄罗斯煤炭的第八大进口国ꎬ 进口量达 ７８０ 万吨ꎮ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Ｌａｗ ｔｏ Ｕｎｂｌｏｃ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ｓｈｏｒｅ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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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连续几十年产量下降后的首次增长”①ꎻ 捷克政府虽然宣布了 ２０３３ 年的弃

煤目标ꎬ 但在危机后取消了停止在俄斯特拉发附近采矿的计划ꎬ 也没有督促煤炭

企业和矿区的转型ꎬ 莫斯特市政府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批准了该市煤矿场比利纳

(Ｂíｌｉｎａ) 运行到 ２０３５ 年的申请ꎮ 保加利亚是中东欧唯一没有承诺弃用煤电时间

的国家ꎬ ２０２２ 年煤炭消费量超过 ３ ６００ 万吨ꎬ 为近七年的最高值ꎬ 煤电的发电占

比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６ ８％上升为 ２０２２ 年的 ４２％ ꎬ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则从 ２２ ２％
下降为 １８ ９％②ꎮ 罗马尼亚宣布继续运行原定于 ２０２２ 年年底关闭的两处燃煤

电厂ꎮ

三　 中东欧国家能源角色冲突的成因

下文将详细解释造成中东欧国家 “积极转型者” 与 “消极转型者” 身份并

存的原因ꎬ 通过角色冲突的成因分析框架ꎬ 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东欧国家角色冲突的成因分析框架

自我维度 关系维度

物质因素 缺乏推动快速转型的实力 争取外部利益与维护本土产业的冲突

观念因素 缺乏具体明确的转型目标 能源转型期望与能源安全期望之间的矛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一) 能源转型期望与能源安全期望之间的矛盾

中东欧国家的决策者同时面临突出的能源转型期望与能源安全期望ꎬ 两种期

望衍生截然不同的能源利益诉求和行动方案ꎮ
欧盟是中东欧国家能源角色塑造过程中的 “重要他者”ꎬ 长期敦促中东欧国

家更多扮演 “积极转型者” 角色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欧盟各机构、 欧盟领导人

及很多成员国政府都在呼吁欧洲应把能源 “去俄罗斯化” 和能源低碳化两项任

务合二为一ꎬ 各成员国应该尽量用可再生能源填补弃用俄罗斯能源后的供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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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ꎮ 例如ꎬ 欧盟理事会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的一份决议指出ꎬ “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有

助于抵御俄罗斯的行动ꎬ 减轻当下能源危机的影响ꎮ 可再生能源可以通过增强欧

盟的供应安全、 减少市场波动和降低能源价格ꎬ 大大有助于对抗俄罗斯的能源武

器化可再生能源项目具有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①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欧盟

也在不断将上述期望转化为集体性的战略共识和行动ꎬ 如上文提及的 “ＲｅＰｏｗｅｒ
ＥＵ” 计划和不断调高的区域可再生能源目标ꎬ 从角色理论视角看ꎬ 这都在通过

有意义、 有组织和扩散性的行动向行为体施加他者期望ꎮ
中东欧内部也存在广泛、 强烈的能源转型期望ꎮ 首先ꎬ 域内多国决策者认同

能源转型是摆脱对外能源依赖、 反制俄罗斯的必要手段ꎬ 尤其波罗的海三国的政

治人物热衷表达这方面的坚定立场ꎮ 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指出波罗的海国家的长

期能源目标应是 “完全的可再生能源”ꎬ 以实现 “完全不倚赖化石燃料和单一来

源的供应商”ꎻ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表示能源转型 “将使我们从俄罗斯的能源中

独立出来ꎬ 在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同时保护环境”②ꎮ 其次ꎬ 随着全球绿色发展

成为主流趋势ꎬ 中东欧民众对能源转型的态度更加积极ꎮ 根据欧洲投资银行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民意测验ꎬ 除爱沙尼亚外ꎬ 其他十个中东欧国家都有近半数以上的受访

者支持 “在俄乌冲突下国家应加速能源转型” 的观点ꎻ 有七个国家近半数以上

的受访者支持 “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ꎻ 中东欧国家的受访者大多反对继续建设

或维持燃煤电厂③ꎮ 总体来看ꎬ 当下中东欧国家在能源转型上的民意与西欧、 北

欧日益趋同ꎮ 再次ꎬ 由于全球化石燃料价格持续处于高位、 多国电价不断上涨ꎬ
中东欧很多工商业者都具有利用分布式光伏、 节约能源开支的强烈意愿ꎮ

与此同时ꎬ 不少中东欧国家的决策者仍持有传统的能源安全期望ꎬ 在他们看

来ꎬ 加速能源转型并不能化解能源秩序剧变下的风险ꎬ 区域国家也缺乏欧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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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大的能源韧性ꎬ 只有继续扩大化石能源开发和进口ꎬ 中东欧才能有效抵御俄

罗斯制造的 “威胁”ꎮ 例如ꎬ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撰文指出: “恢复稳定和为欧洲

人民提供体面生活需要放弃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ꎬ 尤其是在能源政策方面绿色

转型不能以牺牲基本安全为代价ꎬ 如果形势逼迫我们这样做ꎬ 那么我们必须毫不

犹豫地暂时回到传统能源ꎮ”① 而且ꎬ 中东欧多国在危机后面临严峻的能源可负

担性压力ꎬ 如捷克在 ２０２２ 年的前六个月电价升高 ６２％ 、 天然气价格上涨 ７１％ ꎬ
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面临陷入能源贫困的风险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捷克政府屡次提

到 “能源主权” 概念ꎬ 即每个成员国必须能够选择最适合其国情的能源组合ꎬ
间接表达了谨慎追随欧盟快速转型目标、 维护自身能源安全的观点ꎮ

(二) 争取外部利益与维护本土产业的冲突

欧盟旗下有数个结构性基金ꎬ 为成员国实施能源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来

源ꎬ 包括区域发展基金 (ＥＲＤＦ)、 凝聚力基金 (ＣＦ)、 区域运营计划 (ＲＰＯ)、
国家重建计划 (ＫＰＯ) 等ꎮ 中东欧国家希望尽可能多地争取这些外部利益ꎬ 也愿

意为获得这些资金而扮演一个 “积极转型者” 角色ꎮ 以公正转型基金为例ꎬ 欧

盟于 ２０２１ 年设立该基金ꎬ 现有规模高达 １９３ ２ 亿欧元ꎬ 计划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期

间向受能源转型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投资ꎬ 支持这些地区改变资源型经济格局、 安

置煤矿产业工人、 发展绿色产业等ꎮ 转型负担较重的中东欧国家是该项目扶持的

主要对象ꎬ 根据目前的预算计划ꎬ 波兰、 罗马尼亚、 捷克有望分别获得 ３８ ５ 亿

欧元、 ２１ ４ 亿欧元、 １６ ４ 亿欧元③ꎮ 这些资金需要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申报可

行的地区转型计划和经济项目ꎮ 再如ꎬ 匈牙利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期间已确定将获

得凝聚力基金的 ２１７ 亿欧元和 “国家恢复和复原计划” 的 ５８ 亿欧元ꎬ 两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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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赠款①ꎮ 匈牙利政府为此制定了发展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交通、 循环经济等

方面的方案ꎬ 可见欧盟资金的诱导效应远甚于对成员国的道义说教ꎮ 在俄乌冲突

爆发后ꎬ 中东欧国家还积极为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争取欧盟的融资支持ꎬ 如拉脱

维亚、 爱沙尼亚为它们共同开发的海上风电场争取到 “欧盟共同利益项目地

位”ꎬ 以便该项目未来吸引欧盟的资金ꎮ
争取外部投资的利益诉求同样驱动中东欧积极转型ꎮ 区域多国致力于吸引国

际投资、 发展各类制造产业ꎬ 而一个亟待培育的优势是增加零碳电力的消费比

重ꎬ 从而优化工业用能结构ꎬ 降低制造业产品的碳足迹和全链条的碳税成本ꎮ 匈

牙利是全球第五大动力电池生产国ꎬ 来自德国、 中国、 韩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

商近年来纷纷在匈设厂ꎬ 为维持自身产业吸引力、 匹配欧盟对电池碳排放的高要

求ꎬ 匈牙利必须为电池企业提供充足的清洁电力ꎬ 否则无法留住外资ꎮ
另一方面ꎬ 本土化石能源产业的利益诉求也在巩固 “消极转型者” 的角色

概念ꎮ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波兰煤矿产业ꎬ 目前波兰拥有 １０ ８ 万个与煤炭行

业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ꎬ 煤炭企业和工会构成了强大的政策游说团体②ꎮ 面对本

国能源转型推进的大趋势ꎬ 煤炭利益群体保持高度的警觉与防范ꎮ 例如ꎬ 上文提

到波兰气候部制定了新的能源转型目标ꎬ 但波兰矿业工会迅速要求政府必须就这

些目标与煤炭产业展开协商ꎬ 国家能源战略的更新必须延至 ２０２３ 年秋季议会选

举后才能进行ꎬ 最终波兰政府答应工会的诉求ꎮ 同时ꎬ 波兰煤炭产业也利用俄乌

冲突下的能源紧张状况ꎬ 强调维持煤电产能的必要性ꎬ 他们的诉求与国内保守选

民的政见高度契合ꎬ 共同散播指责欧盟或质疑气候治理责任的民粹主义观点ꎬ 将

能源转型扭曲为外部世界限制波兰发展的手段ꎮ 再如ꎬ 保加利亚长期是中东欧的

电力出口国ꎬ 向周边国家的电力出口在 ２０２２ 年为该国带来了 ３０ ７ 亿欧元的收

入ꎬ 但其发电实力高度倚赖装机规模 ４ ５ 吉瓦的煤电ꎬ 该国电力企业不愿轻易放

弃这一收入来源ꎬ 需要借助煤电保持富余的电力水平ꎮ
相比煤炭产业ꎬ 中东欧国家的油气产业较少直接表达对能源转型的抵制ꎬ 但

始终敦促政府维持或扩大对油气的投资规模ꎬ 防范过快转型对自身的利益伤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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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拉脱维亚天然气公司多年来一直推动天然气产能扩张和热电联产发电厂建

设ꎬ 这导致拉脱维亚是欧盟最后一个开放天然气市场的国家ꎬ 也使该国 “未能战

略性地将能源部门转型与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目标联系起来”①ꎮ

(三) 缺乏推动快速转型的实力

物质层面的实力不足是阻碍中东欧国家新旧能源角色替代的重要原因ꎮ 可再

生能源及相关产业是资金密集型投资ꎬ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水平普遍低于欧盟内部

平均水平ꎬ 这意味着区域国家公私部门的预算空间相对有限ꎮ 近年来ꎬ 中东欧国

家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接连冲击ꎬ 公共债务水平普遍升高ꎬ 财政紧张

状况加剧恶化ꎬ 投资实力不断缩水ꎮ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ꎬ 域内国家为了应付频

繁出现的能源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ꎬ 将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进口化石燃料和为经济

困难家庭提供资助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２ 年波兰在化石能源进口上花费了创纪录的 ４２９ 亿

美元ꎬ 几乎是 ２０２１ 年水平的两倍ꎬ 能源进口上的巨额开销导致大量资金外流②ꎮ
再如ꎬ 从乌克兰危机前的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到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中东欧 １１ 国专门用于保护

家庭、 企业免受能源危机影响的临时性财政资金高达 ４９３ 亿欧元ꎬ 拨款规模较多

的国家包括波兰 (１２４ 亿欧元)、 捷克 (９２ 亿欧元)、 罗马尼亚 (９０ 亿欧元)③ꎮ
化石能源的保供任务必然挤占推动能源转型的财政资源ꎬ 域内可再生能源开发的

资金投入被迫处于较低水平ꎮ 斯洛文尼亚政府计划 ２０２３ 年投资 ５０ 亿欧元补贴民

众的化石燃料支出ꎬ 仅拨出 １ ５ 亿欧元用于激励清洁能源发展④ꎮ
在电力体系方面ꎬ 中东欧国家电网基础设施老化严重ꎬ 升级改造工作长期滞

后ꎬ 这导致现有的电力输配送系统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占比升高的波动性ꎬ 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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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电网存在突出的容量瓶颈ꎬ 难以承载新增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电并网ꎮ 波兰

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出现光伏安装热潮ꎬ 成为欧洲第三大光伏市场ꎬ 但 “并网问题是

波兰光伏持续大幅扩张的唯一障碍”ꎬ 大部分现有电网基础设施的历史都超过 ２５
年ꎬ 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超过 ４０ 年ꎬ 电网运营商面对脆弱性风险总是无法确定

何时能开放新的容量①ꎮ 再如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匈牙利出台一项规定ꎬ 要求低于

５０ 千瓦的家用并网光伏系统不能连接公共电网ꎬ 只能用于家庭自用ꎬ 造成这种

情况的原因是该国电网容量不够ꎬ 大量分布式发电装备对电网稳定性构成威胁ꎮ

(四) 缺乏明确具体的转型目标

中东欧国家能源角色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角色模糊性的结果ꎬ 即区域国家

未能细化能源转型目标ꎬ 使 “积极转型者” 的角色不够清晰ꎬ 依托传统路径的

“消极转型者” 的角色总能不时显露ꎮ 具体来看ꎬ 这种期望上的模糊性有时是故

意为之的结果ꎮ 例如ꎬ 波兰政府此前提出的 ２０４０ 年能源转型方案仅设置了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ꎬ 没有细化到具体的能源品种ꎬ 也没有安排近中期减少化

石燃料利用的规划ꎬ 这可以视为决策者对化石能源利益集团的安抚ꎬ 避免他们产

生过激反应ꎬ 也能向外传递不落人后的转型姿态ꎮ 斯洛伐克、 拉脱维亚等国也都

存在类似的 “有减碳方向、 但没落实方案” 的问题ꎬ 导致这些国家在能源转型

上的长期投资决策和监管改革议程缺乏有效的锚定点ꎮ
自我期望的模糊性有时是一国治理体系波动、 治理能力不足的被动结果ꎮ 例

如ꎬ 从 ２０２１ 年到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ꎬ 保加利亚在两年内举行了五次国会选举ꎬ 政府更

换频繁ꎬ 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斗争激烈ꎬ 这导致该国难以提出中长期的能源转

型目标、 明确自身的发展诉求ꎮ 再如ꎬ 在拉脱维亚ꎬ “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决策

上的不一致性削弱了该国的能源转型承诺ꎬ 在联合政府频繁更换和能源治理分散

化的背景下ꎬ 能源部门的政策缺乏起码的可预测性和连续性ꎮ”② 另外ꎬ 域内国

家在转型煤炭产区上的治理能力存在明显不足ꎬ 在基本情况摸底、 转型成本估

算、 劳动力再就业培训、 绿色经济扶持上都缺乏准备ꎬ 以至于难以设定具体目

标、 找到符合公共利益的切入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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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中东欧国家能源转型的展望

本文探讨了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具有矛盾性的能源转型战略及造成

这种情况的复杂原因ꎮ 可以预见ꎬ 由于俄乌冲突久拖不决、 能源安全风险处于高

位ꎬ 域内国家 “积极转型者” 与 “消极转型者” 的角色冲突状态将在未来继续

维持ꎬ 相关转型政策仍会不时出现摇摆或倒退ꎮ 基于本文研究ꎬ 笔者对中东欧国

家能源转型战略做出以下展望:
第一ꎬ 中东欧国家将继续融入欧盟能源转型的大趋势ꎮ 历经近二十年气候治

理体系、 能源治理体系搭建ꎬ 欧盟已经形成在气候和能源政策上的 “向心力”ꎬ
“成员国基于国家利益的抵制可能遭受 ‘环境议题引领国’ 组成的强大联盟、 理

事会寻求共识的文化或其他政策领域面临的连带成本的多重制约”①ꎮ 此次危机

表明ꎬ 中东欧国家普遍接受欧盟倡导的 “用转型换安全” “可再生能源有利于增

强对俄战略优势” 等观点ꎬ 即使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不减ꎬ 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政

策行动和开发行为均呈现增强态势ꎮ 未来ꎬ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规模效应不断扩

大ꎬ 中东欧国家重塑能源格局的 “积极转型者” 角色有望更加凸显ꎬ “消极转型

者” 的色彩有望加速淡化ꎬ 尤其域内能源需求相对较小的国家 (如波罗的海三

国、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等) 可以在能源转型方面展现 “弯道超车” 的潜力ꎮ
第二ꎬ 区域国家对核电的倚重或将加强ꎮ 中东欧多国 (包括七个核电国家和

希望开发核电的波兰) 都将核电视为未来的能源支柱ꎬ 认为其既能满足自身能源

需求ꎬ 也能高效地加速减碳进程ꎬ 可以成为缓解乃至破解能源角色冲突的手段ꎮ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ꎬ 区域国家对核电的支持更加强劲ꎮ 捷克总理菲亚拉在 ２０２２
年欧洲核论坛上表示: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是捷克唯一确保安全的方案ꎬ
有韧性的能源系统离不开稳定的低排放来源———核电ꎮ”② 斯洛伐克是欧盟核电

占比排第二的国家ꎬ ２０２１ 年核电发电占比达 ５３％ ꎬ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该国核能公司

６３１

①

②

Ｓｔｅｆａｎ Ｃｅｔｋｏｖ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ｏｎ Ｂｕｚｏｇáｎｙ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ｐ １２７

Ｒｕｔｈ Ｆｒａｎｋｏｖáꎬ “Ｆｉａｌ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ｌｙ Ｓａｆ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ｒ Ｃｚｅｃｈ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ａｄｉｏ ｃｚ / ｆｉａｌａ －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ｎｕｃｌｅａｒ － ａｎｄ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ｏｎｌｙ － ｓａｆｅ －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 ｃｚｅｃｈｉａ － ８７６６７５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ꎮ



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中东欧能源转型与中国的应对　

向核能管理局提交新建核反应堆的申请ꎬ 提出斯洛伐克必须为老旧核电厂退役提

前布局ꎮ 当前ꎬ 核电开发是欧盟内部高度分裂的议题ꎬ 已经分化出壁垒分明的反

核阵营和拥核阵营ꎬ 双方围绕核电是否纳入 “绿色能源”、 是否应该获得欧盟资

金补助展开激烈博弈ꎮ 为了维护能源权益ꎬ 欧盟 １１ 个成员国加强核能开发的政

策协调ꎬ 法国经常牵头组织相关活动ꎬ 其中有八国都为中东欧国家①ꎬ 它们在未

来可能与以德国、 奥地利、 卢森堡为代表的反核成员国之间出现更多政策分歧ꎮ
第三ꎬ 中东欧国家与美国的能源联系将会加强ꎮ 俄乌冲突背景下ꎬ 俄欧之间

的能源纽带基本断裂ꎬ 美国致力于在油气领域构筑 “环大西洋能源圈”ꎬ 以西

欧、 北美能源为基础ꎬ 尽可能多吸纳邻近区域的能源ꎬ 形成一个服务西方利益的

能源贸易流动圈②ꎮ 同时ꎬ 美国也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方面积极加强与欧洲国家

的接触ꎬ 顺势推动美国能源电力行业 “走出去”ꎮ 中东欧各国也欢迎美国为它们

的能源转型提供助力ꎮ 例如ꎬ 立陶宛与美国签署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备忘录ꎬ 美

国将推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帮助立陶宛制定 １００％可再生能源开发计划ꎻ 波兰与

美国加强海上风电等领域的技术合作等ꎮ 短时间内ꎬ 美国在替代俄罗斯核能技

术、 抢占中东欧核电市场上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ꎬ 包括波兰政府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选择美国西屋公司建设该国首座核电厂ꎻ 美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先后为罗马

尼亚、 波兰的小型核反应堆项目提供贷款支持ꎬ 金额分别高达 ３０ 多亿美元和 ４０
亿美元ꎻ 美国与保加利亚、 捷克等国开展政策沟通ꎬ 寻求未来向后者提供核燃

料、 合作开发新项目的可能性ꎮ 从趋势上看ꎬ 未来中东欧国家不仅会在油气领域

对美国形成较高依赖ꎬ 也会在清洁能源系统的构建上引入更多美国的技术与

资金ꎮ
中国是中东欧能源转型的重要伙伴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东

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倡议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着眼绿色发展ꎬ 打造面向未来的合

作动能”ꎬ “深化绿色经济、 清洁能源等领域交流合作”③ꎮ 近年来ꎬ 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区域能源转型进程ꎬ 一大批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项目稳步推进ꎬ 匈牙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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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什堡光伏电站、 波兰里斯科光伏电站 (ＲＥＳＫＯ)、 克罗地亚塞尼风电站等多个

项目成功并网发电ꎬ 多家中国新能源整车、 锂电池等清洁能源供应链企业在中东

欧设立工厂ꎮ 俄乌冲突增加了区域能源转型的复杂性ꎬ 地缘政治因素也在更大程

度上介入到中国与区域国家的能源合作ꎮ 面对域内国家能源角色冲突的现实ꎬ 本

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ꎬ 持续增强双方在能源转型上的政策沟通与战略谋

划ꎬ 不断挖掘双方在光伏发电、 海上风电、 生物质能、 先进核电技术、 氢能、 大

规模储能等领域的合作潜力ꎬ 协助有需求的国家制定可行的、 兼具安全性与经济

性的能源转型方案ꎬ 鼓励双方煤炭产区的地方政府深化交流ꎬ 共谋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 将煤炭从化石燃料变为工业原材料的升级路径ꎮ 第二ꎬ 聚焦基础设施建

设ꎬ 通过中国 －中东欧能源领域的机制合作ꎬ 制定能源合作项目指引ꎬ 为双方企

业市场开拓与项目对接提供参考ꎬ 力争打造一批具有技术引领作用的创新示范项

目ꎮ 同时立足中东欧国家的融资实力短板和电网容量短板ꎬ 一方面利用中国—中

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等资金渠道ꎬ 推动双多边绿色金融合作ꎬ 共同降低绿色能源项

目融资成本ꎻ 另一方面立足电力系统全局ꎬ 推动双方电网企业、 电力规划部门开

展战略合作ꎬ 助力中东欧国家提升电网规模与韧性ꎮ 第三ꎬ 立足区域国家近年来

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上的发展热情ꎬ 推动双方在光伏组件、 风电机组、 电动汽车电

池、 关键矿产开发等领域建立紧密的链条联系ꎬ 鼓励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建立辐射

欧洲的生产基地、 销售服务基地ꎬ 发展全产业链式的工程总承包或 “交钥匙”
工程ꎬ 通过互利务实合作ꎬ 缓解欧盟近期寻求在清洁能源供应链上与中国 “去风

险化” 的战略压力ꎮ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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