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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能源依赖一直是欧洲对外战略的短板ꎮ 作为世界上

最发达的工业中心ꎬ 欧洲能源需求量一直都非常可观ꎮ 囿于自身油气资

源禀赋相对较弱ꎬ 欧洲与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区域中东、 苏联 / 俄罗斯开

展了一个多世纪的能源合作ꎬ 形成了非对称的依赖关系ꎬ 并不断萌生摆

脱能源依赖这一 “宿命” 的想法ꎬ 也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的历程ꎮ 美

国实现能源独立后ꎬ 为扩大天然气市场ꎬ 不惜制造地缘政治紧张态势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俄欧能源脱钩ꎬ 双方渐行渐远ꎬ 欧洲开始重新倚重美

国及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ꎮ 然而ꎬ 对欧洲而言ꎬ 以下问题值得深思: 摆

脱俄罗斯是不是就真的摆脱了依赖? 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是不是形成了

一种新的依赖? 欧洲发展可再生能源所需的关键金属会不会成为欧洲新

的对外依赖? 欧洲要不要摆脱这些依赖? 如何才能真正改变 “依赖与摆

脱依赖的宿命”? 本文通过对欧洲能源问题的系统研究ꎬ 深度剖析了这

几个问题ꎬ 有助于深刻理解当前欧洲的能源困境ꎮ 由于中国也是能源进

口大国ꎬ 转型进程与欧洲存在一定的相似性ꎬ 本文也借此总结出对中国

能源转型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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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无止境增长的需求是一对矛盾ꎬ 这一矛盾使得能源

的开发利用和资源配置成为能源治理的核心问题①ꎮ 油气的稀缺性、 分布的不平

衡性凸显出其地缘政治属性ꎮ 能源危机不仅作用于贸易格局调整ꎬ 还影响政治局

势ꎮ 俄乌冲突令俄欧之间积怨已久的能源合作与能源依赖矛盾迅速激化ꎬ 欧洲下

决心彻底摆脱对俄能源依赖ꎮ 美国则意图借机建立一个以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为核心的盟友体系ꎬ 以此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ꎬ 重新提升自身的政治影

响力②ꎬ 趁机成功抢占欧洲天然气市场ꎬ 在 “穷俄” “弱俄” 的同时巩固对欧洲

的政治影响力ꎮ 欧洲能源 “去俄化” 实质上是 “趋美化”ꎬ 俄欧油气联结破裂ꎬ
世界能源格局由此向 “两个半球化” 和 “两个能源圈” 演进: 美国引领欧洲构

建 “环大西洋能源圈”ꎬ 俄罗斯脱欧入亚、 东向联结中印等亚洲国家构建 “亚洲

能源圈”③ꎮ 目前学术界对欧洲能源危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目前欧洲能源危机的

原因、 表现、 影响及能源转型路径选择上ꎬ 缺少从能源战略视角的总体评估ꎮ 本

文通过对欧洲几经转换的能源依赖对象、 摆脱对俄依赖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纵向梳

理ꎬ 同时预估了欧洲未来对美国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能源转型背后对绿色金属

供应的依赖问题ꎬ 指出其改变 “依赖与摆脱依赖宿命” 需要从根源上创新思维、
采取新的措施ꎬ 这对中国能源转型也有一定启示ꎮ

一　 欧洲能源依赖的历史

能源来源多元化是能源战略中的重要手段ꎮ 欧洲油气资源匮乏ꎬ 历史上为了

降低对单一特定国家能源来源的依赖ꎬ 提高能源供应弹性ꎬ 其主要能源进口对象

经历了多次调整ꎮ

(一) 欧洲曾经先后依赖美国、 中东和苏联

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能源安全ꎮ 能源安全这一概念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第一次石

油危机后被正式提出的ꎬ 当时主要是指石油供应安全ꎮ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ꎬ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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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逐渐演变为包括石油、 天然气、 电力、 关键矿产等在内的广义能源安全①ꎮ
能源安全衡量一个国家满足当前和未来能源需求的能力ꎬ 主要衡量能源供需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ꎬ 可以分为能源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ꎮ 欧洲的能源安全问题很大程

度上属于供应安全问题ꎮ 二战以后欧洲能源消费主力从煤炭转向石油ꎬ 形成了以

石油为核心的能源结构ꎮ 欧洲是世界上发达的工业中心ꎬ 是传统的能源消费

区②ꎬ 但欧洲并不是主要油气富集区ꎬ 除挪威和英国的北海一带区域蕴藏油气资

源外ꎬ 西欧、 中欧核心区域几乎鲜有油气资源ꎮ 供需严重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使

得欧洲能源自给率较低、 长期处于依赖进口状态ꎬ 抗风险能力较弱③ꎮ 为保障自

身的能源供应安全ꎬ 欧洲只得不断向西、 向南、 向东寻找油气资源ꎬ 过去数十年

里ꎬ 基于双边、 多边关系的能源贸易是欧洲能源治理核心问题ꎬ 且其对贸易主体

的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ꎮ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最早开发石油的美国垄断了欧洲的煤油市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ꎬ 中东石油资源在英法占据了主导地位④ꎬ 此后五十年中东一直都是欧

洲石油的首要供应者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苏联石油产量迅速增长ꎮ ６０ 年代苏联

与欧洲的石油贸易在冷战背景下重新开启⑤ꎮ １９６８ 年ꎬ 苏联开始向西欧出口天然

气ꎮ ７０ 年代随着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事件频发ꎬ 石油供应短缺对欧洲敲响了警

钟ꎮ 此时的苏联具有雄厚的能源基础、 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ꎬ 政治相对稳定ꎬ 能

够保障油气供应的稳定性⑥ꎬ 与欧洲经济结构还具有互补性ꎮ 欧洲为了减少对中

东的过度依赖ꎬ 开始和苏联签订了更多的合作协议ꎮ ８０ 年代ꎬ 苏联建设了多条

大容量管道与欧洲相连ꎬ 二者油气贸易达到高峰⑦ꎮ 这一时期俄欧矛盾与摩擦依

然存在ꎬ 但是形成了相互依赖、 以能源合作为主的贸易关系⑧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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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秉承融入欧洲的战略ꎬ 在能源领域开展了积极而全面的外交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叶利钦与欧盟签署了为期 １０ 年的 «欧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ꎬ 建立了俄欧之间

的正式对话框架ꎮ 此后ꎬ 欧洲一直对俄罗斯天然气保持较高的依赖度①ꎮ
由于较早使用天然气这一优质资源ꎬ 欧洲天然气贸易市场化程度和流转速率

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ꎬ 对国外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达到其天然气消费量的

３０％ ꎬ 因此要求稳定的国外供应ꎬ 欧洲一体化为以共同体方式开展能源外交创造

了条件②ꎬ 也逐渐明确了对俄能源战略的主要目标ꎬ 即确保能源供应、 推动俄罗

斯的能源市场改革ꎬ 并使其融入欧洲的能源市场系统③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欧洲为了与俄

罗斯讨价还价ꎬ 先是推出了 «能源宪章»ꎬ 希望借此来约束俄罗斯④ꎬ 随后又推

出了 «能源宪章条约» (以下简称条约)ꎮ 俄罗斯于 １９９４ 年签署了 «能源宪章»ꎬ
但觉得其中的 “中转运输协定” 不利于保持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的出口运输垄

断地位ꎬ 迟迟没有签订条约ꎬ 但同意遵守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ꎮ 此后ꎬ 俄欧在

«能源宪章» 框架下不断加强合作ꎬ 能源互联互通不断深化ꎮ
综上所述ꎬ 欧洲在能源贸易方面的依赖主体随着历史发生了多次变迁ꎬ 其背

后凸显出欧洲对外国油气资源的依赖及对自身能源安全的持续追求ꎮ

(二) 欧洲摆脱对俄依赖心理逐渐萌生

欧洲天然气长期合同价格采用与国际油价挂钩的方式⑤ꎮ 俄罗斯对出口到欧

洲的天然气实行市场化的高价策略ꎬ 而对独联体国家则实行较低价格ꎮ 为避免俄

罗斯的能源垄断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欧盟通过了 “第三能源市场改革方案”ꎬ 规定能

源公司的销售运营和运输网络必须拆分ꎬ 以防止垂直整合ꎬ 避免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公司 (Ｇａｚｐｒｏｍ) 控制欧洲能源市场的产业链⑥ꎮ 苏联主要通过管道向欧盟输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殷红等: «西方经济制裁背景下的俄欧贸易关系»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扈大威: «欧盟的能源安全与共同能源外交»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ꎮ
贾文华、 许海云: «欧盟对俄能源战略述论»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程春华: «俄罗斯与欧盟能源冲突的应对机制»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ꎮ
洪波、 许红: «欧美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及价格监管对我国的启示»ꎬ 载 «石油规划设

计»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涂志明: «市场力量与俄欧能源关系»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出油气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继承了最多的油气遗产ꎬ 也不得不面对苏联解体遗

留的历史问题ꎮ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与欧洲地理上出现分离①ꎬ 原来的苏联管道网

络被分割成多个独立国家管道ꎬ 乌克兰、 白俄罗斯等开始作为第三方油气过境国

出现在能源贸易地图上ꎬ 俄罗斯独立后新建的外输油气管道也有一些要通过这些

国家ꎬ 原本的双边关系演变为三方博弈关系ꎮ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ꎬ 能源的商品属

性越来越政治化②ꎬ 油气过境成为这些国家获取管道租金及俄罗斯廉价天然气的

重要筹码ꎮ 同时ꎬ 美国对后苏联空间积极推动 “民主改造” 和 “颜色革命”ꎬ 促

使整个东欧和部分独联体国家 “质变”③ꎮ 乌克兰独立后ꎬ 几任总统将去俄入欧

作为内政外交目标ꎮ 俄罗斯无法容忍乌克兰的西方化④ꎬ 但外交手段有限ꎬ 能源

外交成为调节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武器⑤ꎮ 俄乌双方就过境费、 天然气价格、 债务

和贷款等问题龃龉不断ꎮ 能源权力通常是指能源生产国利用其垄断地位对消费国

施加的一种市场权力⑥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历次上演的 “斗气” 事件ꎬ 就是俄罗斯

能源权力的集中体现ꎮ 俄罗斯频频利用能源武器施压ꎬ 以期乌克兰改变亲西立

场ꎬ 给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带来了警示ꎬ 让欧盟意识到自身地位的脆弱和能源安全

问题的紧迫性ꎮ 欧洲认识到继续依赖俄罗斯将使其一直处于被动地位ꎬ 因此萌生

了摆脱对俄依赖的心理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欧盟启动了 «欧洲能源战略联盟»ꎬ 制定了全

面的液化天然气和储备战略ꎮ 在俄乌冲突前ꎬ 欧盟已经与美国、 卡塔尔等愿意扩

大对欧天然气出口的国家加快了谈判进程ꎮ 这些举措都反映了欧洲在能源供应方

面寻求多样化和降低对俄罗斯依赖的努力ꎮ

(三) 俄乌冲突加速欧洲彻底摆脱对俄依赖

本次欧洲能源危机主要缘于能源市场不稳定和俄欧能源合作关系破裂ꎬ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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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富景筠: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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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原因是欧盟转型太快ꎬ 新能源供应不稳定导致能源短缺①ꎮ 俄美之间的

博弈埋下了俄乌冲突最终爆发的种子ꎮ 俄罗斯希望通过特别军事行动来解决安

全、 地位和发展方面的困境②ꎬ 最终酿成俄乌冲突这场严重的欧洲政治危机ꎬ 对

俄罗斯在欧洲的能源权力造成了巨大冲击③ꎮ 这次能源危机也暴露了欧盟气候战

略的脆弱性④ꎮ 尽管俄罗斯的供应缺口会在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５ 年让欧洲面临严重挑战ꎬ
但欧洲决心与俄罗斯决裂ꎬ 转而从其他方向、 其他类型的能源来补充能源需求ꎬ
包括来自美国、 中东等地的 ＬＮＧꎬ 来自非洲和西亚的管道气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核

电ꎮ 即使军事行动结束ꎬ 这一趋势也很难发生逆转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欧盟发布为

“欧盟重新供能”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计划ꎬ 声称以油气转型为核心ꎬ 通过节约能源、
提高能效、 多元化能源供应等措施加速替代俄罗斯化石能源进口、 实现供应多样

化、 促进节能并加速清洁能源转型⑤ꎮ 欧盟还启动了一个规模达 ３ ０００ 亿欧元的

投资方案ꎮ 同时ꎬ 欧盟已就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达成一致ꎬ 预计未来从俄罗斯

进口的石油将减少 ９０％甚至更多⑥ꎮ 此外ꎬ 欧盟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其能

源基础设施ꎬ 一些项目在 ２０２２ 年快速落成并投入运营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波兰—立陶

宛天然气互联项目ꎻ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希腊—保加利亚天然气互联系统)ꎻ 德国

ＬＮＧ 再气化终端也快速部署ꎬ ２０２３ 年已经有 ４ 个浮式储存和再气化装置

(ＦＳＲＵ) 投运ꎬ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６ 年还将分别有 ３ 座投运ꎮ 欧盟委员会称ꎬ 成员国

境内再气化终端将很快由目前的 ２７ 座增至 ３５ 座ꎬ 再气化能力将从 １ ７８０ 亿立方

米增至 ２ ２７０ 亿立方米⑦ꎮ 这些举措加强了天然气市场的弹性ꎬ 为摆脱对俄能源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林伯强: «欧洲能源危机的可能影响及启示»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３ 期ꎮ
赵隆: «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冯玉军: «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周伟铎、 庄贵阳: «能源危机背景下的欧盟气候战略取向: 战略竞争的视角»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ｋｅ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金瑞庭: «欧洲国家能源政策最新动向及对我国启示»ꎬ 载 «中国经贸导刊»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１ 期ꎮ
“Ｔｈｅ ＥＵ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ｙ Ｎｅａｒｌｙ ａ Ｔｈｉｒｄ ａｓ ｉｔ

Ｗｅａｎｓ ｏｆ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ｉｍｐｏｒｔｓ －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ｐｕｔｉｎ － ２０２３ － 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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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筑牢了基础ꎮ 由此ꎬ 欧洲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在未来几年将不可逆转地连年快

速下降ꎬ 预计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６ 年先后降至 ４５０ 亿和 ２５０ 亿立方米 /年ꎬ ２０３２ 年前

后减少到趋于零①ꎬ 最终俄罗斯天然气将被彻底驱离欧洲市场ꎮ 俄罗斯的能源权

力显著下降ꎬ 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特大号的伊朗②ꎮ

二　 摆脱俄罗斯就能摆脱能源依赖吗?

在实施了一系列紧急调整措施后ꎬ 欧洲总算勉强达成了能源供需平衡ꎬ 暂时

度过了能源危机ꎮ 然而ꎬ 在摆脱对俄化石能源依赖的同时ꎬ 欧洲将美国 ＬＮＧ 作

为主要的替代选择ꎬ 形成了对美国 ＬＮＧ 的新依赖ꎬ 这是另一个能源依赖循环的

开端ꎮ 同时ꎬ 发展新能源需要大量的绿色金属ꎬ 锂、 钴、 镍、 镓、 铟、 稀土、 铂

等金属在风力发电机、 太阳能电池板、 电解储氢、 动力电池等低碳技术产品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ꎬ 被视为支撑低碳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③ꎮ 这些金属储量

相对较少且分布高度不均ꎬ 部分关键矿产被少数国家控制ꎬ 存在很高的供应风

险④ꎮ 有学者将金属资源安全归纳为供应安全、 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⑤ꎬ 后又被

拓展为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社会安全和国际安全四个维度⑥ꎮ 对矿产资源匮乏

的欧洲来说ꎬ 同样存在对全球绿色金属资源富有国的依赖及金属资源安全的

问题ꎮ

(一) 阵痛后的欧洲暂时走出能源危机

通过减少需求、 增加 ＬＮＧ 和其他方向管道气供应、 能源替代等手段ꎬ 再加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Ｓｕｐｐｌ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ｉｏｇｐｅｕｒｏｐ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 Ｅｕｒｏｐｅｓ － Ｇａｓ － Ｓｕｐｐｌｙ － ｓｅｃｏｎｄ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ｄｆ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陆如泉: «两大能源权力或将坍塌»ꎬ 载 «中国石油石化» ２０２２ 年第 ２０ 期ꎮ
汪鹏等: «全球关键金属 －低碳能源关联研究综述及其启示»ꎬ 载 «资源科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翟明国等: «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 现状与问题»ꎬ 载 «中国科学基金»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 期ꎮ
王昶等: «国家金属资源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ꎬ 载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龙如银、 杨家慧: «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研究现状及展望»ꎬ 载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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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２０２２ 年是欧洲有史以来第二个暖冬ꎬ 欧洲已经度过了眼前的危机ꎮ 欧洲的能

源供应危机和价格高企始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ꎮ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欧洲的天然气库存一

直下降ꎬ 这也导致了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天然气价格的上升ꎮ 然而ꎬ 即便面临价格上

涨ꎬ 到 ２０２２ 年初ꎬ 欧洲并未提出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增加的要求ꎬ 反而由于天

然气期货价格快速下降 (日期货价格低于月平均期货价格)ꎬ 欧洲用气企业主动

降低了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量ꎮ 随着俄乌冲突爆发ꎬ ２０２２ 年大部分时间里ꎬ
欧盟都处于能源危机状态ꎮ 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减少将价格推至此前难以

想象的高位ꎬ 给整个欧洲社会带来高通胀和经济停滞ꎬ 但是天然气储备在保证安

全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为确保即将到来的冬季供应安全ꎬ 欧

盟制定了新的最低储气义务ꎬ 要求地下储气库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之前储满

８０％ ꎬ 并在之后的几年里储满 ９０％①ꎬ 以确保即将到来的冬季供应ꎮ 为了降低欧

洲在供应削减情况下的风险和成本ꎬ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欧洲天然气需求减少

计划ꎬ 制定了减少 １５％天然气和 １０％ 电力需求的目标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欧盟采取

一系列措施ꎬ 如提倡居家办公、 将空调供暖温度控制在 １８ 摄氏度以下ꎬ 等等ꎬ
以减少交通用能和集中办公的电力需求ꎬ 将节约的用能优先供给居民和工业ꎮ 欧

洲进口俄罗斯管道气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６６７ 亿立方米下降到了 ２０２２ 年的 ８５４ 亿立方

米ꎬ 减少了 ８１３ 亿立方米③ꎮ 欧盟一直在与国际伙伴合作ꎬ 以实现供应多样化ꎬ
并确保了创纪录的 ＬＮＧ 进口水平和俄罗斯以外方向更高的管道天然气交付量ꎮ
２０２２ 年欧洲两座浮式再气化终端投入使用ꎻ 欧盟与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向欧洲

出口 ＬＮＧ 的谅解备忘录ꎻ 美国承诺自 ２０２２ 年起向欧盟额外提供至少 １５０ 亿立方

米 /年的 ＬＮＧꎬ 其扩大的产能提供了额外的产量ꎬ 替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中的很

大一部分ꎮ ２０２２ 年欧洲进口 ＬＮＧ 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１ ０７５ 亿立方米激增到 １ ７０２ 亿立

方米ꎬ 增长了 ６２７ 亿立方米ꎬ 其中从美国进口 ７２１ 亿立方米ꎬ 占欧洲 ＬＮＧ 进口量

１５

①

②

③

“Ｓｅｃｕｒｅ Ｇａ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ｔｏｐｉｃ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ｅｃｕｒｅ －
ｇａｓ －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ꎮ

“ＥＵ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ｇｒｅｅｎ － ｄｅａｌ / ｅｕ － ａｃｔｉｏｎ －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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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４３％ ꎬ 从卡塔尔进口 ２８０ 亿立方米ꎬ 占欧洲 ＬＮＧ 进口量的 １６％①ꎮ

(二) 美国 ＬＮＧ 成为欧洲未必可靠的新依赖

亚太能源研究中心曾提出能源安全的 ４Ａ 概念框架ꎬ 即地质条件上的可用性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地缘政治上的可获得性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经济性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及环境的可接受性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②ꎮ ２０１１ 年世界能源委员会 (ＷＥＣ) 也提出能

源领域 “不可能三角”ꎬ 即经济、 安全、 环保是能源系统的三大主要目标ꎬ 然而

这三个目标往往难以同时达到ꎬ 特别是在面临能源危机或挑战的背景下ꎮ 由于欧

洲急于摆脱对俄油气依赖ꎬ 美国 ＬＮＧ 时下在安全性上似乎成了满足欧洲天然气

需求的最可靠选择ꎮ 未来随着需求的减少和进口美国 ＬＮＧ 及其他方向管道气ꎬ
欧洲市场基本可以应对俄气的减少ꎮ 但是欧洲仍要重点关注天然气贸易的经济风

险ꎬ 即能源价格的可承受性ꎮ 目前ꎬ 美国 ＬＮＧ 价格居高不下ꎬ 已经使得欧洲承

受了高额的能源贸易成本ꎬ 造成经济衰退ꎬ 欧洲未来恐难以长期承受价格高企的

压力ꎮ 过去由于自身油气资源不足ꎬ 美国能源部仅允许向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出口

ＬＮＧꎮ 随着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ꎬ 美国自给能力不断增强ꎬ 且有富余的天然气可

以出口海外市场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２ 年美国 ＬＮＧ 贸易总量与增速、 新增液化能力和完

成最终投资决定 (ＦＩＤ) 项目的天然气液化能力ꎬ 均创下历史新高ꎮ 据伍德麦

肯兹 (Ｗｏｏｄ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 预测ꎬ 到 ２０３５ 年美国 ＬＮＧ 出口能力可以达到 ２ ８００ 亿

立方米 /年左右ꎬ ２０４５ 年达到 ３ ０００ 亿立方米 /年以上ꎬ 并维持到 ２０５０ 年以后③ꎮ
据英国石油公司 (ＢＰ) 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美国 ＬＮＧ 出口量仅为 ４０ 亿立方米ꎬ 而

２０２２ 年美国 ＬＮＧ 出口量达 １ ０４３ 亿立方米ꎬ 位居全球第三ꎬ ２０２３ 年登顶全球第

一④ꎬ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起对欧洲的出口量大幅增加ꎬ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超过亚洲ꎮ 快速

上产、 出口量不断扩大的天然气使美国有了裹挟欧洲、 搅动全球地缘政治的底

气ꎮ 从长期看ꎬ 美国 ＬＮＧ 在数量上能够满足欧洲的需求ꎬ 但是乘人之危的天然

气高价可能伤害欧洲经济ꎬ 并且可能勾起欧洲人以往 “依赖与摆脱依赖” 的痛

２５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ｓｔ 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 ＡＰＥＲＣ)ꎬ Ａ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７ － ３５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ｏｄｍａｃ ｃｏｍ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ｇａｓ － ａｎｄ － ｌｎｇ / ｎｏｒｔ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ｌｎｇ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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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记忆ꎮ 俄乌冲突前ꎬ 欧洲的液化气价格是美国的 ２ 倍ꎮ 尽管美国亨利港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ｂ) 价格在过去一年里也大幅上涨ꎬ 但远低于欧洲市场荷兰所有权转让

设施 (ＴＴＦ) 天然气价格指数和英国国家平衡点 (ＮＢＰ) 的价格ꎮ ２０２２ 年荷兰

ＴＴＦ 价格平均 ３７ 美元 /百万英热单位ꎬ 是日本价格的 ２ 倍、 美国价格的 ６ 倍ꎮ 如

此高的天然气价格使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虽然勉强得到满足ꎬ 但大大推高了家庭生

活和企业生产的成本ꎬ 造成欧洲高位通货膨胀ꎮ ２０２３ 年尽管天然气价格有所回

落ꎬ 但是荷兰 ＴＴＦ 价格仍是美国 ＨＨ 价格的 ３ ~ ４ 倍ꎬ 未来欧洲的气价仍可能维

持在美国的 ３ ~ ４ 倍以上①ꎮ 美国从地缘政治紧张中获取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ꎬ
并让欧洲别无选择地依赖上美国的 ＬＮＧꎮ 德国经济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批评美

国和其他 “友好” 的 ＬＮＧ 供应国从 “天文数字的价格” 中获利②ꎮ 法国总统马

克龙也指责美国采取 “双重标准”ꎬ 说 “这不是友好国家该有的行为”③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拜登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同意到 ２０３０ 年将美国与欧盟的 ＬＮＧ 贸易至少扩大

５００ 亿立方米 /年④ꎮ 为了履行承诺ꎬ 美国需要扩大其 ＬＮＧ 出口能力ꎬ 欧盟需要

在未来几年加紧建造 ＬＮＧ 接收终端ꎬ 进一步扩大进口能力ꎮ 欧盟建设接收终端

和其他相关设施的巨额资金一旦投入ꎬ 欧洲便自然钻进了美欧 ＬＮＧ 贸易圈轨道ꎬ
很难摆脱对美国 ＬＮＧ 的依赖ꎮ 欧洲目前与美国签订的中长期合同量已经不小ꎬ
要摆脱对俄依赖ꎬ 签约的步伐还将加速ꎮ 为了避免重蹈 ２０２２ 年以超高价格大量

购买 ＬＮＧ 现货的覆辙ꎬ 欧洲别无选择地要与美国签订大量长期贸易合同ꎮ 同时ꎬ
长途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会影响美国 ＬＮＧ 的价格和供应稳定性ꎮ 未来一

旦 ＬＮＧ 价格暴跌ꎬ 利润空间减少ꎬ 美国极有可能优先保障自身利益ꎬ 选择暂时

减少出口ꎬ 而不会牺牲自身利益来满足欧洲的需求ꎬ 因此ꎬ 从全球政治、 地缘政

治、 能源安全、 经济成本和环保等多方面衡量ꎬ 美国 ＬＮＧ 不一定是可靠的能源

依赖ꎮ

３５

①

②

③

④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ｒｉｃ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ｕｒｗｏｒｌｄｉｎ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ｇｒａｐｈｅｒ / ｎａｔｕｒａｌ － ｇａｓ － ｐｒｉｃ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德国经济部长指责美国 “敲诈” 德国»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ｅｒ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ｍａ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ｄ
＝ ８６１１８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马克龙斥美国搞 “双标”ꎬ 向欧洲出口的气价比美国国内高得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３ / ＡＲＴＩｉｏＧＩｅｇｓ３ｂｘｏｃＳｉｕ７ＥＡ２ｋ２２１０２３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美国的 ＬＮＧ 能否解欧洲的 “能源之渴”»ꎬ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ｍｏｎｅｙ /
ｆｕｔｕｒｅ / ｒｏｌ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２９ / ｄｏｃ － ｉｍｃｗｉｐｉｉ１２２４０２６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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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绿色金属将成为欧洲下一步的必然依赖

新能源是欧洲能源转型的主力ꎬ 欧盟不会让地缘政治冲突拖延碳中和进程ꎮ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ꎬ 特别是风电、 地热和水电ꎮ ２０２１
年欧洲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 ２２％①ꎬ 其中风能和水力发电占欧洲可再生

能源发电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ꎬ 太阳能排名第三ꎬ 是电力结构中增长最快的可再

生能源ꎮ ２０２０ 年批准的欧洲绿色协议旨在将欧盟转变为现代化、 资源节约型和

有竞争力的经济体ꎬ 确定了雄心勃勃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与

１９９０ 年的水平相比减少 ５５％ ꎬ 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净零排放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欧盟委员

会推出 “减碳 ５５” (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 一揽子计划ꎬ 包括影响深远的立法提案ꎬ 使欧盟

能源和气候政策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ꎮ ２０２２ 年欧洲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一系列

措施和俄罗斯报复性减少供应量促使欧洲加速能源转型ꎮ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进一步

强化了 “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 的目标和要求ꎬ 将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由

４０％提高到 ４５％ ꎮ 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有助于欧盟加强能源供应多元化ꎬ 实现能源

自主ꎬ 从而保障欧盟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ꎮ
发展新能源需要大量的锂、 钴、 镍、 铜、 铂、 钒、 锌等稀有金属ꎬ 名之曰

“绿色金属”ꎮ 绿色金属是发展新能源的必需品ꎬ 许多低碳技术组件由关键矿产

金属组成ꎬ 如用于电池的钴、 锂和钒、 用于电动机的稀土元素ꎬ 以及用于发动机

的铝和钼等③ꎮ 因此ꎬ 关键矿产在实现能源转型、 刺激经济发展和加强国家安全

方面的作用将更加凸显ꎮ 欧盟能源转型的重点是发展可再生氢电池④、 电解槽和

燃料电池的工业能力ꎬ 以及电动汽车和风力发电行业所用电动机所需的永磁体ꎮ
保证绿色金属的供应安全是实现绿色和清洁能源目标的必要先决条件ꎮ 然而ꎬ 绿

色金属的全球储量少之又少ꎬ 且分布严重不均ꎬ 基本集中在几个资源富集国家ꎮ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ꎬ ２０２０ 年全球钴储量 ７２１ 万吨ꎬ 主要集中分布在刚果

４５

①

②

③

④

«欧盟大幅调高可再生能源份额»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２２
５２２１７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徐庭娅、 柴麒敏: «欧洲绿色新政解读及对中国的启示借鉴»ꎬ 载 «世界环境»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张生辉: «中国关键矿产清单、 应用与全球格局»ꎬ 载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能源危机下的欧盟绿色转型进展和前景»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ｅｓ ｃａｓｓ ｃｎ / ｙｊｄｔ / ２０２３０１ / ｔ２０

２３０１２８＿５５８４４０１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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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澳大利亚和古巴等国家ꎬ 其中刚果 (金) 最为丰富ꎮ 这种情况带来了较

大的地缘政治和供应风险ꎬ 如果供应国发生生产停滞、 政局动荡或运输阻塞等危

机ꎬ 就会威胁关键金属的供应①ꎮ 尤其是当某些大国只顾自身安全、 不考虑他国

安全、 深度破坏全球化的情况下ꎬ 这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基础要素更加成为战略

性资源ꎮ 近年来ꎬ 对一系列清洁能源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已被多数国家列入

政策关注点和商业议程ꎮ
欧盟的关键矿产多依赖进口ꎬ 欧盟进口依赖率在 ８０％ 以上的关键矿产达到

６３％ ꎬ 资源分布不均使欧盟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更易中断②ꎮ 欧洲要大力发展新能

源ꎬ 摆脱不了对这些资源富集国家的绿色金属依赖ꎮ ２０２０ 年欧盟委员会推出

«关键原材料行动计划»③ «２０２０ 年关键原材料清单»④ 以及针对战略技术和行

业关键原材料的前瞻研究⑤ꎬ 其相关政策的选项清单中没有使用战略储备来应对

短期供应中断的表述ꎮ 价格波动、 供应链瓶颈和地缘政治担忧为安全和快速的能

源转型带来了潜在风险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欧盟委员会发布 «关键原材料法案»⑥ꎮ
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ꎬ 欧盟要安全稳定地获取发展新能源的关键原材料ꎬ
必须增强自身供应链的弹性ꎬ 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大趋势ꎮ

美国已经框定贵金属ꎬ 筑起了新的 “小院高墙”ꎮ 关键矿产和材料的保障供

应及供应链弹性对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防至关重要ꎮ 美国关键矿物的储量并不

丰富ꎬ 严重缺乏锂、 钴、 镍、 稀土等矿产ꎬ 加工能力也明显不足ꎬ 无法实现自给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巧生、 周娜、 成金华: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研究综述与展望»ꎬ 载 «资
源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ꎮ

葛建平、 刘佳琦: «关键矿产战略国际比较: 历史演进与工具选择»ꎬ 载 «资源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ꎮ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ｒｏ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２８５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ｒｏ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２８４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 Ａ 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Ｓｔｕｄ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ｒｏ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４２８８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ｃ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ｎｇｌｅ － ｍａｒｋｅ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ｅｃｔｏｒｓ /
ｒａｗ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ａｒｅａｓ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ｒａｗ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ｒａｗ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ａｃｔ＿ ｅ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ꎻ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ｏｒ ＥＵ’ ｓ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ｉｐ＿ ２３＿１６６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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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足ꎬ 必须依靠全球供应链或与资源富有国结成联盟等方式来实现能源转型ꎮ 遗

憾的是ꎬ 美国选择了后者ꎬ 一方面ꎬ 框定了 ５０ 种稀有金属矿产资源①ꎬ 予以密

切关注ꎻ 另一方面ꎬ 与加拿大、 澳大利亚、 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就关键矿物拉拢

相关资源富有国ꎬ 结成小团伙ꎬ 筑起 “小院高墙”ꎬ 排斥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

家ꎮ 在能源转型和气候目标刚性约束下ꎬ 争夺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成

为新一轮国际权力政治争夺的核心内容ꎮ 美国为了对抗中国在稀土供应中的主导

地位ꎬ 试图按照自身意愿来控制、 影响全球矿产资源的供应ꎬ 力求建立由西方主

导的绿色供应链体系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美、 英、 德、 法、 日、 欧盟等 １８ 个

经济体在 “２０２２ 年供应链部长级论坛” 闭幕后发表了 «关于全球供应链合作的

联合声明»③ꎬ 明确供应链合作四大原则ꎬ 提出基于国际伙伴关系ꎬ 建设集体的、
具有长期复原力的供应链ꎮ 这一纸声明虽然旨在解决当下全球供应链存在的严重

问题ꎬ 但实质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勘探、 开采和冶炼加工关键矿物方面ꎬ 拉拢澳

大利亚、 巴西、 秘鲁、 刚果 (金) 等绿色金属富有国结成联盟ꎬ 构筑起排斥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供应链壁垒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欧盟与刚果 (金) 和赞比亚

签署了关键原材料价值链战略伙伴关系及 “洛比托走廊” 合作协议④ꎬ 此举意在

获取安全、 可持续、 有弹性的绿色金属价值链ꎮ 笔者对美国和欧盟的关键金属清

单进行了比较ꎬ 发现有 ２１ 种金属是美国和欧盟都需要的⑤ꎮ 特朗普任内ꎬ 美国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 “美国优先” 政策⑥ꎬ 例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 等ꎮ 美国自然是优先保障自身绿

色金属供应安全ꎬ 其次才是欧洲等伙伴ꎮ 未来对绿色金属的安全供应能否如欧美

所愿尚不得而知ꎬ 但战略性矿产资源驱动的地缘冲突一定会比油气资源更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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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辉: «中国关键矿产清单、 应用与全球格局»ꎬ 载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沈雅梅: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诉求与制约»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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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ꎬ 就算解决了安全供应的问题ꎬ 欧洲发展新能源对绿色金属富有国的依赖和对

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仍将客观存在ꎮ

三　 对欧洲能源政策的评价

欧洲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ꎬ 但又重新掉入对美国 ＬＮＧ 的依赖和对绿

色金属富集国的依赖ꎮ 要想摆脱 “依赖宿命”ꎬ 欧洲需要在能源合作中摒弃意识

形态的束缚ꎬ 建立更加开放、 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ꎬ 从而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

和稳定性ꎬ 同时争取战略自主、 独立处理自身的能源问题ꎮ

(一) 摒弃意识形态ꎬ 让能源回归经济属性

俄乌冲突将是俄乌欧三败俱伤、 美国渔利的结局ꎮ 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经济

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压力ꎬ 重新振兴将更加艰难ꎬ 化石能源也面临着 “向何处去”
的问题: 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 ＩＩ 遭到制裁ꎬ 油气贸易受阻ꎬ 油气上游投资减少ꎬ
未来会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和收入等ꎮ 欧洲对俄制裁和摆脱对俄能源依

赖是 “杀敌一千ꎬ 自损八百” 的 “自残行为”ꎬ 通胀严重ꎻ 摆脱一方依赖却陷入

另一方依赖的不良循环中ꎮ 美国的角色非常独特ꎬ 借俄乌冲突使欧洲成为其高价

倾销 ＬＮＧ 的高端市场ꎬ 让欧洲陷入对美国的能源依赖ꎮ 俄乌冲突的爆发让各方

进一步看清了冷战思维的危害ꎮ 美国发生页岩革命、 实现 “能源独立”ꎬ 大量

ＬＮＧ 需要占领欧洲这块高端市场ꎮ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ꎬ 欧洲为了不受制于人ꎬ 追

求能源多元化无可非议ꎬ 但一边倒地与美国绑定ꎬ 被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裹挟ꎬ
心甘情愿地完全放弃现有与俄罗斯连接的油气管道ꎬ 价格相对低廉的俄罗斯管道

油气ꎬ 干净彻底地摆脱对俄能源依赖ꎬ 既不务实、 不经济ꎬ 更不理性、 不高明ꎬ
也未必最终实现能源安全ꎮ

(二) 力争战略自主ꎬ 独立、 务实处理能源问题

战略自主早期主要出现在欧盟安全与防务事宜的相关讨论中ꎬ 关注的是狭义

的军事威胁和领土安全ꎮ 此后ꎬ 新的政治环境推动了欧盟对战略自主的认识ꎮ 欧

盟理事会曾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发布 «共同愿景、 共同行动: 一个更强大的欧洲»ꎬ 将

战略自主定义为 “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上设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并作出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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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①ꎮ 在过去十年中ꎬ 欧盟在经济、 技术和军事上都远不如美国强大ꎮ 俄

乌冲突为美国实现欧洲战略目标提供了一次重大契机②ꎮ 俄乌冲突表明ꎬ 尽管欧

盟努力争取实现 “战略自主”ꎬ 但事实上在政治、 经济、 安全、 战略等方方面面

仍然严重依赖于美国ꎮ 欧盟在 ２０２２ 年通过的 «凡尔赛宣言» 和欧洲议会的文件

强调了战略自主的重要性③ꎬ 但仍然缺乏对自身关键战略问题的一致意见ꎬ 并期

待美国发挥领导作用ꎮ 历史证明ꎬ 成为他国的附庸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ꎮ 在任何

联盟关系中ꎬ “搭便车者” 短期看似划算ꎬ 实则伤害自身长远利益ꎮ 联盟中盟主

的主导权会越来越强ꎬ 而盟友为维持既得利益ꎬ 往往不得不让利、 让权ꎬ 对联盟

行动的选择权、 发言权越来越弱ꎮ 即使在跨大西洋联盟内部ꎬ 缺乏独立行动的能

力也会严重损害欧盟自身的利益ꎬ 甚至沦为美国的玩偶ꎮ “美国优先” 是特朗普

政府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口号④ꎬ 这一口号主张将美国利益置于其

他国家之上ꎮ 如今ꎬ 欧洲实现 “战略自主” 的紧迫性空前显现ꎬ 更应该专注于

欧洲自身的防御ꎬ 保护自己的经济和安全利益 (有别于美国)ꎮ 在制定能源战略

和政策时充分考虑欧洲的长远利益ꎬ 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和平等的跨大西洋伙伴关

系ꎬ 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ꎮ

(三) 秉持开放共赢原则ꎬ 全方位开展能源合作

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开放经济体之一ꎬ 欧盟的制造业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原材料

和中间产品ꎬ 而其出口同样依赖外部市场ꎮ 这凸显出欧洲在解决能源需求方面的

挑战ꎮ 为了确保能源安全ꎬ 欧洲需要继续坚定奉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原则ꎬ 同

时也需要与可靠的化石能源供应国建立稳定、 良好的伙伴关系ꎮ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ꎬ 欧盟的最大利益在于秉持合作共赢原则ꎬ 开展广泛的

能源合作ꎮ 这种合作不仅包括与传统能源供应国的合作ꎬ 也涉及发展清洁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合作ꎮ 通过与能源资源国家的合作ꎬ 欧盟可以确保稳定的能源供

应ꎬ 同时也能够在全球层面推动可持续能源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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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启示

欧洲的教训表明ꎬ 能源过度依赖进口必定会带来诸多安全和经济风险ꎮ 从上

述分析中ꎬ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端牢能源饭碗ꎻ 坚持双碳目标不动摇ꎻ 增强

自主性ꎬ 实现自主性能源独立ꎻ 致力于实现区域能源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等ꎮ

(一) 能源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① 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敬畏ꎬ 是对当前形

势研判的有效对策ꎬ 更是对未来建设能源强国的根本要求ꎮ 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

而非能源强国ꎬ 俄乌冲突下大国之间的能源角力提醒我们ꎬ 能源不仅仅是经济发

展的动力源ꎬ 更是地缘政治博弈中十分敏感的战略资源ꎬ 甚至是军事、 政治和经

济武器ꎮ 能源供应始终是全球关注的焦点ꎬ 端牢能源饭碗需要围绕生产端和消费

端重点发力ꎮ 首先要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ꎬ 发现更多能源储量ꎬ 大力动用

未开发储量ꎬ 实现油气稳产增产ꎮ “推动能源供给革命ꎬ 建立多元供给体系”②

要求国内能源生产要形成油、 气、 煤和可再生能源多元供给ꎬ 着眼于国内油气增

储上产ꎬ 加大上游投资ꎬ 加快页岩油、 页岩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开发ꎬ 大力

推动海洋油气开发的能力和效率ꎮ 其次ꎬ 要坚定不移推进并深化能源消费革命ꎬ
坚决落实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ꎬ 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ꎬ 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ꎮ ２０２１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节约优先ꎬ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③ꎮ “推
动能源消费革命ꎬ 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 要求能源消费革命要以抑制不合理消费

为关键抓手ꎬ 强调节能提效ꎮ 中国能源消费在节能提效上尚有广阔空间ꎬ 用能主

体应进行更高技术改造ꎬ 还需要以市场机制和精准激励来促进节能ꎮ

(二) 双碳和能源转型必须坚定走下去

碳达峰、 碳中和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ꎬ 是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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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①ꎮ “双碳” 战

略目标的根本仍在于国家能源安全ꎬ 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传统化石能源

的弊端ꎮ 彻底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ꎬ 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绿色能源ꎮ 以风电和光

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以及相应的产业已经逐渐走向全球化ꎮ 随着特高压等核心

技术的发展ꎬ 新能源供电与消纳的不匹配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ꎮ 俄乌冲突下ꎬ 煤

炭资源的重启在短期内会使能源绿色转型放缓步伐ꎬ 但长期看ꎬ 俄乌冲突必将倒

逼能源转型加速ꎮ 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仅为 ３０ 多年ꎬ 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ꎬ
而当前能源保供压力大ꎬ 面临的挑战艰巨ꎮ 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二者并行不

悖ꎬ 短期内不动摇传统化石能源的供应ꎬ 长期内巩固并夯实新能源发展根基ꎬ 推

动双碳目标平稳前行ꎮ 同时要抓住全球碳中和能源转型的商机ꎬ 全球实现碳中和

能源转型可为人类带来 ７０ 万亿美元的商机ꎬ 其中与中国相关的达 ２０ 万亿美元ꎬ
这一商机将是国家发展的新动力、 企业发展的新方向ꎮ

(三) 确保油气和绿色金属进口安全ꎬ 实现自主型能源独立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２２ 年中国原油、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居

７１ ２％ 、 ４１ ２％ ꎮ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油气对外依存度还将处于高位ꎮ 油气进口

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海上运输ꎬ 确保安全的重要措施除大力发展国内勘探开发、
节约用能和发展新能源以大幅降低对外依存度外ꎬ 便是扩大陆上管道进口量ꎮ 为

此ꎬ 扩大俄罗斯和中亚对华油气管道连通和贸易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尤其是俄

罗斯ꎬ 两国同行切实努力ꎬ 争取将退出西方市场的俄罗斯油气中的 ３０％ ~５０％引

入中国ꎮ 一旦成功ꎬ 无论遇到何种国际风浪ꎬ 由海上运输的油气的量将减少到不

再成为制约中国的 “卡脖子” 水平ꎮ
中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 迈向碳中和过程中ꎬ 同样受到绿色金属进口安全的

制约ꎬ 尤其在美国近年来构筑绿色金属 “小院高墙” 举动频频的情势下ꎮ 几种

关键绿色金属的储量都在相关资源富有国ꎬ 中国的储量都很低ꎬ 如钴的储量刚果

(金) 占 ６４％ ꎬ 镍的储量印尼占 ５３％ ꎬ 这两者中国都仅占 ３％ ꎻ 锰的储量南非占

４２％ ꎬ 中国仅占 ４％ ꎻ 铜的储量智利占 ２４％ ꎬ 中国仅占 ９％ ꎻ 锂的储量澳大利亚

０６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 －１０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４４６１３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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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２４％ ꎬ 中国仅占 ２４％①ꎮ 这些绿色金属资源富有国均为美国及其小集团拉拢的

对象ꎬ 中国不得不防ꎬ 不能不未雨绸缪ꎮ 上述各项措施经历若干年的努力一旦实

施到位ꎬ 中国便可以实现自主型 “能源独立”ꎬ 基本摆脱以所谓 “马六甲困局”
为特征的海上运输风险ꎬ 实现能源供应的基本自主ꎮ

(四) 不搞唯我独安和 “小院高墙”ꎬ 追求世界大同

能源安全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ꎬ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ꎮ 中国要坚持开放

合作的理念ꎬ 推动能源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ꎬ 加强与各国的双边、 多边和区域

性合作ꎬ 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ꎮ 坚持 “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 三步走战略②ꎬ 充分借助 “一带一路” 平台ꎬ 按照建立 “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③ 要求ꎬ 加大与俄罗斯、 中东、 中亚、 东南亚、 非洲、 南美等国

家和地区的油气、 新能源合作ꎬ 着力扩大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油气开发合

作ꎬ 帮助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发利用清洁能源ꎬ 多点、 多元、 多渠道建设

海外油气供应基地ꎬ 尤其是 “一带一路” 沿线的布局、 布点ꎬ 提高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ꎮ 构建能源投资合作新平台ꎬ 打造联通亚欧非的能源命运共同体ꎬ 同时ꎬ
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经验分享来促进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ꎮ 坚决反对 “美国

优先” “脱钩断链” “小院高墙” 等霸权思维、 霸权行为和小集团活动ꎬ 大力提

倡和致力于区域能源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ꎬ 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１６

①

②

③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ｌ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ｏｄｍａ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ｈｅ － ｅｄｇｅ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ｍｅｔａｌｓ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ꎮ

«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企业要 “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ꎬ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５１４ / ｃ４０５３１ － ２９２７３６５９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３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０６３３５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