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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ꎬ 气候变化议题的地缘政治属性愈发凸显ꎬ 对

国际格局变迁的影响不断增强ꎮ 主要国家与地区制定了应对气候风险挑

战的战略和政策ꎬ 以在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竞争力ꎮ
数十年来ꎬ 欧盟积极致力于将气候安全纳入相关政策领域之中ꎬ 其气候

安全理念和行动在国际层面积累了一定影响力ꎮ 近年来ꎬ 欧盟在日益复

杂的局势下加速了该议程ꎬ 尤其体现在防务领域的气候安全行动ꎮ 鉴于

气候安全本身的跨议题特征ꎬ 欧盟机构广泛参与了相关的决策与政策运

作过程ꎬ 成员国之间关于该议题的合作与分歧也塑造了欧盟气候安全的

相关决策ꎮ 在具体行动层面ꎬ 欧盟积极调动外交、 发展与防务领域的相

关政策工具应对气候安全挑战ꎬ 并持续致力于探索政策和实践创新ꎮ 尽

管短期内欧盟气候安全议程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面临资源受限和议程优

先性下降的风险ꎬ 但长期来看ꎬ 欧盟将继续推动气候安全议程的制度

化ꎬ 致力于其气候目标和领导地位的实现ꎮ 面对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

潜在挑战ꎬ 中国可以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对气候安全的内涵做出

有力阐释ꎬ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对话和合作ꎬ 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

的国际谈判ꎬ 以掌握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的主动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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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 «全球风险报告»ꎬ “自然灾害和极端天

气” 被认为是未来两年严重程度仅次于生活成本危机的全球性风险ꎮ 该报告同时

指出ꎬ 气候变化的复合效应加剧了世界多个地区的不安全状态①ꎮ 同时ꎬ 伴随着

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之间动态互动格局的形成ꎬ 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推进自

身气候安全议程ꎬ 并致力于塑造国际安全议程ꎮ 气候安全议程指旨在应对气候变

化与安全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政策框架ꎮ 它致力于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纳入现有

的安全框架、 政策和实践ꎬ 并制定有效应对气候安全挑战的新方法ꎮ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积极推进气候安全议程ꎬ 凭借自身强

大的话语权和规制能力ꎬ 对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气候安全理念与政策产生了可

见的影响ꎮ 然而ꎬ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气候安全政策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层面的国家间辩论ꎬ 对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讨论相对有限②ꎮ 近年来ꎬ 欧盟密集

发布了 «欧洲绿色协议» (２０１９ 年)、 «气候变化和国防路线图» (２０２０ 年)、
«气候变化与安全综合方法的概念» (２０２１ 年)、 «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
(２０２２ 年) 等一系列政策文件ꎬ 表达其寻求成为该领域领导者的意图与决心ꎮ 随

着气候安全议程的推进ꎬ 欧盟基于对气候安全综合方法的理解ꎬ 在气候安全行动

中广泛调动其外交、 发展、 防务政策工具ꎮ 气候安全知识的长期积累与政策工具

的多样性使欧盟在应对气候安全挑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ꎬ 这有助于欧盟在国际安

全议程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ꎮ 由此可见ꎬ 对欧盟气候安全议程

的探讨有助于增进对相关议题领域内欧盟政策偏好与行动逻辑的理解ꎮ
近年来ꎬ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ꎬ 威胁世界各地民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ꎮ 面对气候与安全问题的联结与交织ꎬ 中国于 ２０２３ 年年初

发布的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明确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则之一

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ꎬ 倡导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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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２２
薄燕: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 共识、 分歧及其逻辑»ꎬ 载 «国际安全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ꎻ 李昕蕾: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 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ꎬ 载 «国际

安全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ꎻ 周逸江: «德国安全化气候议题的策略与动因分析»ꎬ 载 «德国研

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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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推进全球安全治理①ꎮ 当前ꎬ 中国推进 “双碳” 工作和保障国家安全面临着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与风险挑战ꎮ 欧盟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推进全球治理

体系发展的关键互动对象ꎮ 中欧在气候议题领域既有合作ꎬ 也存在竞争ꎮ 因此ꎬ
研究欧盟气候安全议程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与全球治理实践提

供支持ꎮ
下文分为六个部分ꎮ 第一部分从气候与地缘政治因素互动的视角思考欧盟气

候安全议程的发展ꎮ 第二部分基于欧盟发布的官方文件对其气候安全议程进行阶

段性梳理ꎮ 第三、 四部分分别阐述欧盟的气候安全政策决策与行动工具ꎮ 第五部

分对欧盟气候安全行动的未来方向进行进一步探讨ꎮ 结语部分基于本研究发现就

中国如何回应当前的气候安全议程提出政策建议ꎮ

一　 理解欧盟气候安全议程: 气候地缘竞合视角

欧盟的 «欧洲绿色协议» 指出ꎬ 生态转型将重塑地缘政治ꎬ 包括全球经济、
贸易和安全利益②ꎮ 气候地缘竞合的视角注意到气候变化与地缘因素之间的互

动ꎬ 认为其相互作用可能促成新的合作或竞争图景ꎬ 并试图理解在此背景下环

境、 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ꎮ 事实上ꎬ 气候变化与地缘因素间的相

互渗透加剧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程度ꎬ 也塑造着欧盟的气候安全认知与议程ꎮ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首先ꎬ 气候变化的相关因素可能加剧敏感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ꎬ 从而使

欧盟在更大程度上面临因溢出效应带来的安全威胁ꎮ 因此ꎬ 欧盟更加关注与其周

边地区的气候合作与援助行动ꎬ 寻求避免地区冲突对其安全的冲击ꎮ
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环境问题可能导致资源稀缺和自然灾害ꎬ 进而加剧资源

竞争、 居民流离失所等问题ꎬ 引发社会混乱和可能导致冲突的政治紧张局势ꎮ 比

如ꎬ 非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而面临水资源供应减少和粮食不

安全问题ꎬ 围绕资源的争夺可能导致区域竞争升级ꎬ 甚至蔓延至周边地区ꎬ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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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冲突发生的可能性ꎮ 在当地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ꎬ 气候相关影响

导致的不稳定局势显得更加棘手ꎮ
相关统计显示ꎬ 欧洲之外的气候影响可能通过溢出效应影响欧洲的经济ꎬ 致

使欧盟内部福利损失增加约 ２０％①ꎮ 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农产品贸易、 非农产品贸

易、 基础设施和交通、 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 金融和跨境流离失所导致的人口迁

移等途径扩散ꎮ 因此ꎬ 欧盟十分关注世界上脆弱的、 “欠发达” 或受冲突影响地

区的气候安全风险对欧盟安全的负面影响ꎮ 许多欧洲民众担忧气候变化导致的灾

害或资源稀缺可能会引发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潮ꎬ 从而导致或加剧欧洲

社会矛盾②ꎮ 对移民危机的担忧推动一些欧盟成员国制定政策ꎬ 寻求加强与非洲

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ꎬ 以应对气候安全威胁ꎬ 避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移民进入

欧盟ꎮ 曾担任欧洲研究、 创新和科学专员的卡洛斯莫达斯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ｏｅｄａｓ) 表

示ꎬ 欧盟气候科学的发展目标之一就在于实现服务对象从气候政策扩展到和平与

安全的转变③ꎮ
其次ꎬ 气候变化正在为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注入新的冲突因素ꎬ 欧盟需要在新

的地缘政治博弈场上保持竞争力ꎬ 以维护自身安全ꎮ
一方面ꎬ 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生态环境变化为地缘竞争开辟了新的战场ꎬ 给欧

洲安全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ꎮ 全球变暖加速了极地冰盖的融化ꎬ 由此出现了商业

上可行的新航线ꎮ 对相关国家来说ꎬ 新航线的使用权和控制权意味着重大的战略

和经济效益ꎮ 同时ꎬ 北极蕴藏着大量化石燃料和金、 银、 铀等重要元素ꎮ 俄罗

斯、 丹麦、 挪威等国正积极参与该地区石油、 天然气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勘探和

开发ꎮ 资源竞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剧了欧盟对地缘政治局势的担忧ꎮ 美国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 «北极地区国家战略» 中也表示要把握北极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

带来的战略机遇期ꎬ 以提升气候韧性ꎬ 保障国家安全ꎮ 北极问题在美国政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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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优先性的提升进一步凸显了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一地区地缘形势的复杂化①ꎮ
另一方面ꎬ 因低碳转型而出现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也在重塑国家间合作与

竞争关系ꎬ 被视为影响欧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ꎮ 当前ꎬ 材料密集型绿色技术、 可

再生能源生产和存储相关技术加剧了对原材料及稀土的需求ꎬ 引发了欧盟对过度

依赖进口原材料的担忧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预测ꎬ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大

大增加低碳技术对金属资源的需求②ꎮ 而全球资源竞争的加剧可能会给资源所在

地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ꎮ 当前ꎬ 全球约 ５７％ 的锂资源集中在智利、 阿根廷

和玻利维亚构成的 “锂三角”③ꎮ 锂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使水资源供应和采矿之

间的冲突难以避免ꎮ 此外ꎬ 矿产生产与加工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ꎬ 这可能导致供

应不稳定的风险ꎮ 因此ꎬ 为了确保欧盟绿色技术所需原材料的供应安全ꎬ 欧盟委

员会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公布了 «关键原材料法» 立法提案ꎬ 并表示将定期更新在经

济上最重要且供应风险较高的关键原材料清单ꎮ 这反映出欧盟致力于提升其在全

球清洁能源产业中的竞争力与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欧盟委员会发

布的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 进一步确认了与绿色转型相关的关键产品和与原材

料相关的供应链韧性以及能源安全风险给欧盟经济安全带来的挑战ꎮ
最后ꎬ 围绕气候变化应对形成的国际制度和标准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与结构

调整的轨迹ꎬ 对一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意义ꎮ 欧盟希望借由气候

安全议程争取全球气候治理与安全治理话语权ꎬ 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

领导力ꎮ
能源转型是欧盟气候领导力的重要支撑ꎮ 然而ꎬ 当前欧洲的气候和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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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ｂ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ｄｏｃｓ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０ ５００ １１８２２ / ２０７６１ / ｇｒｅｅｎ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１＆ａｍｐ％
３Ｂ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ꎮ

孔祥宇、 张永生: «锂资源: 新能源革命的源动力»ꎬ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３ 期ꎮ

于宏源、 李铭泽: «供应链震荡视阈下欧盟全球资源运筹的战略转向»ꎬ 载 «欧洲研

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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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因素的挑战ꎬ 在权力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举步维艰①ꎮ 一直以

来ꎬ 欧盟始终将能源安全视为气候安全的核心内容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与能源相

关的制裁行动以及北溪管道爆炸使得欧盟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ꎬ 这也使欧盟意识

到对俄能源依赖使其面临着 “能源相互依赖武器化” 的状态ꎮ 在此背景下ꎬ 能

源安全与能源自主对于欧盟安全的意义空前凸显②ꎮ 为了避免再度陷入能源危

机ꎬ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公布了 “ＲＥＰｏｗｅｒＥＵ” 计划ꎬ 致力于减少对化石

燃料的依赖ꎬ 加速清洁能源转型ꎬ 提高欧盟能源系统的韧性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发布的

欧盟外部能源战略则聚焦能源外交ꎬ 旨在促进能源多元化ꎬ 与供应方建立长期合

作伙伴关系ꎬ 包括氢能或其他绿色技术方面的合作③ꎮ 此后ꎬ 为了进一步推进能

源转型ꎬ 欧盟围绕替代燃料基础设施、 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 绿色货运等事项达

成了一系列协议ꎮ
另一方面ꎬ 围绕清洁能源与气候风险预警相关的技术及其标准的竞争、 气候

相关的贸易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已然成为当今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新型驱动因素ꎮ
对欧盟而言ꎬ 发展和维护气候相关领域技术竞争优势关乎自身安全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 «通胀削减法案»ꎬ 该法案致力于通过财政补贴等保护

主义方式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流向美国ꎬ 以促进自身绿色经济转型ꎬ 同时

冲击流出国的技术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ꎬ 欧盟宣布启动 «净零时代绿色协议工业

计划»ꎬ 以增强绿色科技竞争力ꎬ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对前述美国法案的回

应④ꎮ 为了促进欧洲的清洁技术投资ꎬ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 «临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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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ｔｈｅ － ｍｉｓｓｉｎｇ － ｅｌｅｍｅｎｔ － ｏｆ － ｅｕｒｏｐｅ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ｎｄ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ｐｏｌｉｃｙ / 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ꎮ
王树春、 陈梓源、 林尚沅: «俄乌冲突视角下的俄欧天然气博弈»ꎬ 载 «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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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ｔ － Ｚｅｒｏ Ａｇｅ”ꎬ ＣＯＭ (２０２３) ６２ ｆｉｎａｌ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ꎬ ２０２３



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 欧盟的议程演进与政策运作　

机与过渡框架»ꎬ 允许成员国向企业提供援助支持ꎮ ６ 月ꎬ 欧盟委员会对该框架

的变更进一步扩大了成员国对净零排放行业的资助①ꎮ
总体而言ꎬ 气候与地缘因素的交织塑造了欧盟对气候安全关系的认知ꎬ 气候

地缘竞合的凸显加速了欧盟气候安全议程ꎬ 使其更具战略性与竞争性ꎮ

二　 欧盟气候安全议程发展阶段

根据政策重点和主要成果ꎬ 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ꎮ 随

着当前局势的复杂化ꎬ 欧盟的政策更加体现出安全导向与战略性ꎬ 其防务政策中

的气候安全因素也更加明显ꎮ

(一)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７ 年): 推动气候变化进入欧盟安全议程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 推动气候变化进入欧盟安全议程成为欧盟气候安全辩论的

主要内容ꎮ 这一时期ꎬ 虽然欧盟的气候政策并未与安全议题形成密切联系ꎬ 但伴

随着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之间联系的相互强化ꎬ 气候变化问题在欧洲安全层

面的重要性不断提升ꎮ
早在 １９９９ 年ꎬ 欧洲议会就在时任欧洲议会外交、 安全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的

主席汤姆斯宾塞 (Ｔｏｍ Ｓｐｅｎｃｅｒ) 的推动下围绕气候安全问题展开辩论ꎮ 斯宾

塞表示ꎬ 当时在准备关于环境安全的文件时ꎬ 许多人对这一话题持怀疑与漠视态

度②ꎮ 但最终形成的报告为进一步讨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问题奠定了基础③ꎮ
２００３ 年发布的第一份欧洲安全战略首次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安全问题ꎮ 文件中

两次提到全球变暖ꎬ 认为该问题是 “一个必须解决的安全问题”ꎬ 是 “会间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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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ｅｎ －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 ｈｏｗ － ｙｏｕ － ｃａｎ －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ｆｒｏｍ － ｎｅｗ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ｆｏｒ － ｃｌｅａ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ꎮ
Ｋａｍｉｌ Ｚｗｏｌｓｋｉ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ｕｎｅｒｔꎬ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Ｎｏｒ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９ － ３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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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对水等稀缺资源的竞争的驱动因素”ꎬ 进而导致 “动荡与迁移”①ꎮ 这份文件的

修订版 «欧洲安全战略实施报告»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得到批准ꎮ 该报告将气候变化

列为 “全球挑战和主要威胁” 之一ꎬ 并强调气候变化是欧盟自身安全利益的

“主要威胁”②ꎮ
在国际层面ꎬ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秘书处与部分欧盟成员国组成了气候

变化和国际安全指导小组ꎬ 致力于利用联合国平台传播其气候安全理念ꎬ 进而塑

造国际规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在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就气候变化的国际安全影响展开辩

论时ꎬ 指导小组的欧盟成员国代表为英国将该问题提交安理会的决定辩护ꎬ 德国

代表和荷兰代表也强调了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优先性ꎮ 虽然欧盟在国际社会中表

达了一些关于气候安全的理念ꎬ 但这一时期欧盟政策制定者并未考虑气候变化与

安全政策的整合③ꎮ

(二)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 探索应对气候安全挑战的综合方法

随着气候变化在欧盟安全议程中地位的提升ꎬ 欧盟寻求开展气候安全能力建

设的探索ꎬ 不断扩大其气候安全行动的范围ꎬ 致力于加强自身气候安全政策的

整合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欧盟负责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 (Ｊａｖｉｅｒ

Ｓｏｌａｎａ) 委托编写了一份分析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报告ꎮ 该文件在一定程度上

启动了整合欧盟气候安全工具的努力④ꎮ 文件指出ꎬ 气候变化作为 “威胁倍增

器”ꎬ 加剧了紧张与不稳定局势ꎬ 也威胁着脆弱和易发生冲突的国家与地区ꎮ 该

报告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强民事和军事能力ꎬ 提升预警能力ꎬ 保持与国际伙伴

的合作ꎮ 相比 ２００３ 年的安全战略ꎬ 这份报告进一步强调了气候安全威胁的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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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 同时更加关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关系①ꎮ
２００９ 年底ꎬ 欧盟发布了一份联合进展报告ꎬ 对欧盟在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

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总结ꎬ 建议强化在该议题上的内部机构能力和全球领导地

位②ꎮ 在冲突应对方面ꎬ ２０１３ 年ꎬ 欧盟 «应对外部冲突和危机的综合方法» 将

气候变化确定为冲突各阶段都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③ꎮ 由此ꎬ 在欧盟内部政策层

面ꎬ 气候安全问题逐渐被纳入早期预警、 冲突预防、 危机应对和管理、 冲突后恢

复、 和平建设等一系列相关的议题领域ꎮ 在能源安全方面ꎬ ２０１５ 年年初发布的

«具有前瞻性气候变化政策的韧性能源联盟框架战略» 表明气候—能源—安全关

系在欧盟层面得到充分认可④ꎮ 在移民问题方面ꎬ 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斯德哥尔摩计划

提出需要更好地考虑气候变化对发展和移民的潜在影响⑤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欧盟委员会

工作文件 «气候变化、 环境退化和移民» 回应了斯德哥尔摩计划中的部分内容ꎬ
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国际与欧盟移民的潜在影响⑥ꎮ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欧盟外交和安

全政策全球战略» 通过在发展、 外交和防务等多个方向上制定应对能源和气候变

化问题的安全策略ꎬ 明确了欧盟气候安全风险应对的综合方法ꎬ 进一步提升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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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安全议题的优先性①ꎮ

(三)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９ 年至今): 提升气候安全行动的战略地位

在地区与全球局势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ꎬ 欧盟正在重新定义气候变化

与防务之间的联系ꎬ 并为欧盟未来气候安全行动的开展制定计划和阶段目标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欧盟提出的 «欧洲绿色协议» 确立了到 ２０５０ 年率先实现 “碳

中和” 的目标ꎬ 使气候行动在欧盟议程中的优先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除了在

欧盟内部的行动安排ꎬ 该协议还表示将寻求通过外交、 贸易和发展合作等途径提

升欧盟作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地位ꎮ 为此ꎬ 欧盟承诺 “与所有伙伴合作ꎬ 提高气

候和环境的适应力ꎬ 以防止这些挑战成为冲突、 粮食不安全、 人口流离失所和被

迫移民的根源”②ꎮ
２０１９ 年欧盟理事会 «关于安全和防务的结论» 指出ꎬ 欧盟的冲突预防工具

应考虑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挑战ꎬ 加强预警与早期行动之间的联系③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欧盟理事会肯定了解决气候变化与防务之间关系的必要性④ꎮ 作为回

应ꎬ «气候变化和国防路线图» 对成员国如何通过提高国家气候和环境能力、 改

进数据收集和提升能源效率以促进欧盟气候目标的实现进行了评估⑤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 «战略指南针» 提及一系列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行动ꎬ
主要包括提高欧盟防务部门的能源和资源效率ꎬ 减少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ＳＤＰ) 任务的环境足迹ꎬ 到 ２０２５ 年在所有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任务中安排一名环境顾问⑥ꎮ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通讯文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ｄｏｃｓ / ｔｏｐ＿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ｐｄｆ / ｅｕｇ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ｅｂ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６ 日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ꎬ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６４０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１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１００４８ / １９ꎬ Ｊｕｎｅ １７ꎬ ２０１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８９１０ / ２０ꎬ
Ｊｕｎｅ １７ꎬ ２０２０

ＥＥＡ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ｏａｄｍａｐ”ꎬ ＥＥＡＳ (２０２０)
１２５１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２０

ＥＵꎬ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ｅｎ３＿ ｗｅｂ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６ 日ꎮ



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 欧盟的议程演进与政策运作　

件指出ꎬ 仅在 ２０２１ 年就有 １ ３３ 亿欧元承诺用于支持欧洲国防基金下解决气候相

关问题的防务技术和产品研发的具体需求①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欧盟委员会和高级代

表发布了联合通讯 «气候与安全关系的新前景»ꎬ 旨在更好地将气候、 和平与安

全的关系纳入欧盟的对外政策ꎮ 其中ꎬ 欧盟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防领域的影

响是重点内容②ꎮ

三　 欧盟气候安全政策的决策与运行

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推进既需要欧盟机构的工作支持ꎬ 也仰赖成员国之间的

政策共识ꎬ 因此ꎬ 下文将分别从机构和成员国层面对欧盟气候安全政策的决策与

运行进行讨论ꎮ

(一) 欧盟机构层面

在超越传统议题领域的问题上ꎬ 欧盟机构在塑造以及执行欧盟战略方面的作

用日益突出③ꎮ 随着气候安全在欧盟议程中优先地位的凸显ꎬ 欧盟的多个机构参

与了相关问题的决策和行动 (见图 １)ꎮ
气候安全与欧盟多个政策领域密切相关ꎬ 相应地ꎬ 欧盟相关机构在议程推进

与政策行动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ꎮ 涉及气候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文件主要是由

欧盟对外行动署、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发布的④ꎮ 在欧盟理事会中ꎬ 负责共

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ＰＳＣ) 定期将气候安全相关的主题列入其议程ꎮ 政治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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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ａｃｅ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ＪＯＩＮ (２０２３) １９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８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２３

张蓓: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 特征、 动因及影响»ꎬ 载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Ｅｌｉｓｅ Ｒｅｍｌｉｎｇꎬ Ａｎｎｉｅｋ Ｂａｒｎｈｏｏｒｎꎬ “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ꎬ ＳＩＰＲＩ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Ｎｏ ２０２１ / ２ꎬ ＳＩＰＲ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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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由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大使组成ꎬ 负责筹备外交事务委员会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ＦＡＣ) 会议ꎮ 自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ꎬ 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一直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ꎬ 同时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ꎬ 负责协调欧盟共

同外交与安全政策ꎬ 领导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相关工作ꎮ 对外行动署则承担着联络

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各国大使ꎬ 协调成员国政策偏好与投入的职能ꎬ 这对于促进

委员会会议中相关问题的政策进程至关重要ꎮ 此外ꎬ 鉴于欧盟将气候变化视为主

要的外部风险ꎬ 对外行动署还在促进相关政策的一致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ꎮ 因

此ꎬ 从决策过程来看ꎬ 欧盟成员国、 对外行动署和欧盟委员会之间的密切合作对

于气候安全的政策制定和议程推进具有关键意义①ꎮ

图 １　 欧盟气候安全相关决策和运作机构

注: 左边虚线框内的灰色框内为目前参与欧盟气候安全决策的机构ꎻ 黑色空心箭头表

示对应决策过程的主持关系ꎻ 黑色线条箭头表示从属结构ꎮ 外交事务委员会通常由高级代

表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主持ꎬ 但当会议主题为共同商业政策问题时ꎬ 将由轮值理事会主席

主持ꎮ
资料来源: 本图在既有决策流程图基础上进行了内容补充ꎮ 原图来源: Ｓｉｍｏｎｅ Ｂｕｎｓ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ꎬ” ＳＩＰＲＩ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４”.

欧盟委员会及其多个总司不仅在前述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支持作用ꎬ 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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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与实际政策运作ꎬ 推动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发展ꎮ 欧盟委员会通过举办高级

别活动ꎬ 开展气候外交ꎬ 支持气候融资ꎮ 欧盟委员会的气候行动总司 ( ＤＧ
ＣＬＩＭＡ) 与气候安全问题直接相关ꎬ 是对外行动署在欧盟气候外交政策方面的重

要合作伙伴ꎬ 一直以来积极推动欧盟在气候安全方面的行动①ꎮ 与此同时ꎬ 其他

欧盟机构倾向于关注气候安全所嵌入的更广泛的韧性建设ꎮ 具体而言ꎬ 欧盟委员

会下设的国际伙伴关系总司 (ＤＧ ＩＮＴＰＡ) 和人道主义援助和公民保护总司 (ＤＧ
ＥＣＨＯ) 分别通过其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应对气候安全风险ꎮ ２０２０ 年新成立

的国防工业与太空总司 (Ｄ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在撰写 «气候变化和

国防路线图»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由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在中东和北非国

家较为突出ꎬ 欧洲睦邻政策和扩大谈判总司 (ＤＧ ＮＥＡＲ) 也可能通过应对气候

安全风险以加强稳定和安全②ꎮ 此外ꎬ 欧洲防务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ＥＤＡ) 已要求成员国收集有关其武装部队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ꎬ 并寻

求建立一种结构化方法ꎬ 为成员国收集和监测国防能源数据服务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ꎬ 欧盟委员会下属的部门之间以及其与欧盟对外行动署之

间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ꎬ 比如委员会下属的部门之间会进行磋商与协作ꎬ
参与其他部门所领导的政策提案ꎮ 对外行动署与欧盟委员会则主要在冲突预警系

统框架内进行磋商ꎮ 由于没有正式的气候安全协调机制ꎬ 不同机构参与者通常基

于各自授权ꎬ 选择对气候安全问题的不同框定 ( ｆｒａｍｅ) 方式和应对逻辑ꎬ 这常

导致在具体措施方面的协调困境ꎬ 影响了机构间合作的效率ꎮ 在气候安全项目的

具体实施中ꎬ 相关机构往往仅进行临时的政策协调ꎬ 未能实现跨部门和项目的政

策整合ꎮ 针对此类问题ꎬ «气候与安全关系的新前景» 强调促进气候安全战略决

策ꎬ 提升欧盟气候安全决策的可靠性的一系列机构间合作方案③ꎮ 比如ꎬ 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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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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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ｎ Ｅ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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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ａｃｅ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ＪＯＩＮ (２０２３) １９ ｆｉｎａｌꎬ ２８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２３ꎬ ｐ ８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对外行动署和欧洲防务局的倡议下ꎬ 由成员国国防部门专家组成的欧盟气候与防

务网络有望成为促进气候安全合作与协调ꎬ 交流最佳做法的有效形式ꎮ

(二) 欧盟成员国层面

欧盟气候安全议程与政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成员国内部偏好的影响ꎮ 探

究欧盟成员国在应对气候安全风险问题上认知与行动的异同有助于加深对欧盟气

候安全决策与运行的理解ꎮ
首先ꎬ 欧盟成员国普遍支持在国际层面推动气候安全议程ꎬ 但不同成员国对

气候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有着不同判断ꎬ 这也导致成员国对欧盟安全议程规划产生

分歧ꎮ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欧盟成员国广泛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讨论ꎬ 致力于提

升国际社会对气候安全问题的关注ꎬ 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相关机制ꎮ 然而ꎬ
欧盟成员国之间对气候安全问题在欧盟议程中的优先性存在较大分歧ꎮ 比如ꎬ 波

兰和斯洛文尼亚更关注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ꎬ 认为应对与气

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重要程度较弱ꎮ 而瑞典和德国则反对这一

态度ꎬ 致力于将欧盟气候安全议程转向更具技术性的讨论ꎬ 以开展应对气候安全

风险的具体行动①ꎮ
第二ꎬ 欧盟成员国普遍支持欧盟采取措施ꎬ 但在政策层面和实施层面上ꎬ 气

候安全被纳入各国政策框架的水平有所不同 (见图 ２)②ꎮ 德国和瑞典在气候安

全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立场ꎬ 通过外交政策、 防务和安全战略等文件明确阐述了气

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联系ꎮ 相比之下ꎬ 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官方文件很少提及气

候与安全之间的关系ꎮ 此外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德国、 瑞典等国在政策层面的

成果十分突出ꎬ 但在实施层面并未全面系统地将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纳入具体项

目之中ꎮ 欧盟成员国的政策与行动也各有侧重ꎮ 比如ꎬ 法国就侧重于在防务领域

采取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行动ꎮ ２０２１ 年ꎬ 法国在巴黎和平论坛发起 “气候变化

与武装部队倡议”ꎬ 率先开展气候相关的军事合作ꎮ 法国国防部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

气候与国防战略» 也强调ꎬ 法国重视与欧盟部长级合作伙伴就气候与防务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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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期对话以寻求潜在的协同①ꎮ

图 ２　 评估部分欧盟成员国将气候相关安全风险 (ＣＲＳＲ) 纳入已有政策框架的程度

资料来源: Ｓｉｍｏｎｅ Ｂｕｎｓ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ꎬ ＳＩＰＲ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ꎬ ＳＩＰＲＩ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１４

第三ꎬ 欧盟成员国基于自身的政策偏好ꎬ 就应对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开展了

多种合作ꎮ 荷兰和德国成立了非正式的论坛ꎬ 以促进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

就危机识别和危机预防进行交流②ꎮ 欧盟成员国还在柏林创建了欧洲平民危机管

理卓越中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致力

于加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内的危机管理ꎬ 促进成员国、 欧盟对外行动署和北约

之间良好实践的分享③ꎮ 该中心将气候安全列为其优先事项之一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主要成员国为开展欧盟气候外交成立了一个小组ꎬ 旨在将气候问题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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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ａ Ｍｕｓｉｏｌꎬ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ａｒｌｙ ｔｈａｎ Ｓｏｒｒｙ: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 Ｃａｎ Ｕｓｅ Ｉ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ｌ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ｌａｂ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ｂｅｔｔｅｒ － ｅａｒｌｙ － ｔｈａｎ － ｓｏｒｒｙ － ｈｏｗ － ｔｈｅ － ｅｕ － ｃａｎ － ｕｓｅ － ｉｔｓ － ｅａｒｌｙ － ｗａｒｎｉｎｇ －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 ｔｏ －
ｔｈｅｉｒ － ｆｕｌｌ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ｅ － ｃｉｖ ｅｕ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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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ꎮ 当前ꎬ 其工作重点包括在欧盟外交政策中加强气候

与安全之间的联系ꎬ 通过积极支持 «欧洲绿色协议» 的实施以减少气候风险和

加速能源转型ꎬ 加强小组成员气候外交行动的合作、 协调和实施①ꎮ

四　 欧盟气候安全政策工具与行动进展

气候问题的复杂性要求采取综合系统的方式加以应对ꎮ 而欧盟调度多个政策

工具的能力ꎬ 正体现了其在应对气候安全风险时的行动优势ꎮ 为了更好地理解气

候安全与其他政策领域之间的联系ꎬ 本部分对欧盟气候安全政策的内容分析将从

外交、 发展、 防务三个维度展开②ꎮ

(一) 依托外交政策塑造气候安全议程

加强欧盟在气候安全领域的话语权ꎬ 实现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ꎬ 是欧

盟气候外交与气候安全政策的共同目标③ꎮ 在欧盟层面ꎬ 外交事务委员会、 对外

行动署和欧盟委员会是推动国际气候谈判、 塑造国际气候安全议程的主要行

为体ꎮ
最初ꎬ 加速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是欧盟气候安全辩论的主要目标之一ꎮ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 «２０１５ 年及以后的欧盟气候外交» 建议欧盟将气候变化作为外交对话

和倡议的战略重点ꎬ 强化关于气候、 自然资源、 繁荣与安全之间关系的叙述④ꎮ
伴随着气候外交在欧盟对外战略中优先性的提升ꎬ 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得到了更

多关注ꎮ 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成功落幕后ꎬ 外交事务委员会达成的关于气候外

交与气候安全的结论表明ꎬ 欧盟致力于进一步推动气候变化在国际安全议程中地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ｆｏｒ ａｎ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ｕｓｗａｅｒｔｉｇｅｓ － ａｍｔ ｄｅ / ｅｎ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ｎｅｗｓ / ｇｒｏｕｐ － ｏｆ － ｆｒｉｅｎｄｓ － ｅｕ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２５５８７０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ꎮ

Ｎｉｋｌａｓ Ｂｒｅｍｂｅｒｇꎬ Ｈａｎｎｅｓ Ｓｏｎｎｓｊöꎬ Ｍａｌｉｎ Ｍｏｂｊöｒｋꎬ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６２３ － ６３９

曹慧、 赵晨: «气候安全研究: 以欧盟为视角»ꎬ 载 «新视野»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ＥＵꎬ “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ｏｒ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ＥＥ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ｅｅａｓ＿ ２６０６２０１３＿ ｅｎ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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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提升①ꎮ ２０２０ 年的 «气候变化与防务路线图» 则推进了欧盟在该问题上的

立场ꎬ 表示欧盟将继续加强其领导力ꎬ 倡导应对气候安全威胁的多边行动②ꎮ 同

年关于气候外交的结论文件中ꎬ 欧盟理事会呼吁高级代表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会和成员国共同制定气候外交战略方针ꎬ 将气候风险考量纳入欧盟与伙伴国

家的战略合作之中③ꎮ 自 ２０２１ 年起ꎬ 外交政策工具署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取代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ꎬ 负责为气候安全相关工作提供资金ꎬ 并

向高级代表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报告ꎮ 这一机构设置的变化将有助于促进气候安

全议题与外交行动的联系④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欧盟成员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在气候安全议题上的

参与ꎬ 这构成了欧盟气候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ꎮ 一方面ꎬ 欧盟成员国持续在联合

国安理会的公开辩论和非正式会议中发起关于该主题的讨论ꎬ 推动国际社会对气

候变化影响的关注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德国更是利用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的身份

提出一项决议ꎬ 寻求利用安理会下的机制识别潜在的气候相关风险ꎬ 最终因常任

理事国的反对未付诸表决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成员国积极参与创建相关机制ꎬ 寻求

实现联合国在气候安全议题上的全面参与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在瑞典和德国的共同资助

下ꎬ 气候安全机制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政治与建设和平

事务部的三方倡议成立并投入运作ꎮ ２０２２ 年关于气候外交的结论文件表示将

“加强欧盟、 联合国系统、 欧安组织和北约在此类问题上的联合工作”⑤ꎮ
当前ꎬ 欧盟正在积极建设和拓展其外部伙伴关系ꎬ 寻求通过多个议题领域的合

作支持其气候安全目标的实现ꎮ 在能源方面ꎬ 欧盟及其成员国表示将继续与七国集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Ｕ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Ｐ２１: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６０６１ / １６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ꎬ ２０１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ｏａｄｍａｐ”ꎬ ＥＥＡ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ＥＡＳ (２０２０)
１２５１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２０

ＥＵ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ꎬ ２０２０
Ｄｅｎｎｉｓ Ｔäｎｚｌ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Ｗｏｒｌｄ”ꎬ

Ｒｅｑｕ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ＦＥ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ꎬ ｐ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ＳＴＵＤ / ２０２１ / ６５３６４３ / ＥＸＰＯ＿ ＳＴＵ (２０２１) ６５３６４３ ＿ ＥＮ ｐｄｆ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６ 日ꎮ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ａｓｇｏｗ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ｍｅｄｉａ / ５４４３３ / ｓｔ０６１２０ － ｅｎ２２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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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合作ꎬ 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建立 “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ꎮ 在原材料方面ꎬ 欧盟

当前正将主要的资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聚集起来ꎬ 发展关键原材料俱乐部ꎬ 以保障相

关原材料的安全与可持续供应ꎮ 在多边金融体系改革方面ꎬ 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在积

极倡导和支持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战略和资金流动与 «巴黎协定» 的

目标保持一致ꎬ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ꎬ 以促进稳定、 和平与安全ꎮ

(二) 调动发展工具开展应对气候风险的国际合作

一直以来ꎬ 气候变化与发展的联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ꎮ 在欧盟对气候

安全的认知中ꎬ 气候变化是脆弱地区暴力冲突风险的放大器ꎬ 可能加剧脆弱地区

的不稳定局势ꎮ 在此背景下ꎬ 通过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提升脆弱国家和地区

的韧性ꎬ 被视为强化弱势群体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的主要方式ꎮ 因此ꎬ 将气候变

化纳入欧盟发展援助与冲突预防领域成为欧盟气候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ꎮ
欧盟的发展政策能够通过调动各种工具ꎬ 与发展中国家就气候适应和减少灾

害风险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ꎮ 首先ꎬ 为评估潜在风险ꎬ 识别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潜

在暴力冲突ꎬ 欧盟已启用其冲突预警系统ꎮ 该系统的冲突指数包括与气候安全相

关的水资源压力和粮食不安全等指标ꎬ 已在萨赫勒地区和中亚多个国家进行测

试ꎬ 并于 ２０１４ 年底在全球范围内推出①ꎮ 其次ꎬ 欧盟的促进稳定与和平的工具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ꎬ 以下简称 ＩｃＳＰ) 具有支持第三国气

候韧性建设的相关经验ꎮ «２０１９ 年度行动计划» 将气候变化与安全列为六个优先

领域之一ꎬ 并表示ꎬ ＩｃＳＰ 支持的行动致力于加强预警和预防措施ꎬ 帮助缓解自然

资源紧张局势②ꎮ 再次ꎬ 欧盟还通过全球气候变化联盟加强与最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ꎬ 支持此类国家开展气候行动ꎮ 最后ꎬ 欧盟新的资

金工具 “邻国、 发展和国际合作工具———全球欧洲” (ＮＤＩＣＩ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也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列为核心目标之一ꎮ 根据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７ 年多年度财政框

架»ꎬ 该工具近 ８００ 亿欧元的总预算中有 ３０％将用于实现气候目标ꎬ 以预防、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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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和减轻气候变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影响①ꎮ
在联合国层面ꎬ 欧盟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和安全伙伴关系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结束了在尼泊尔和苏丹开展的试点活动ꎮ 该项目致力于开发工具和能力ꎬ
以加强环境和气候安全分析和预防行动ꎮ 预计下一阶段的项目将在全球层面展

开ꎬ 为更大范围的区域提供科学分析ꎬ 从而为欧盟和联合国冲突预防和建设和平

倡议提供信息支持ꎮ 针对气候相关风险而开发的工具预计将在 ２０２６ 年进行部署ꎬ
以提升应对气候相关冲突和脆弱性风险的能力②ꎮ

(三) 推进防务行动与合作的 “气候安全化”
随着气候变化与安全关系的讨论日益增加ꎬ 欧盟安全界积极推动将气候风险

纳入防务事务之中ꎮ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是欧盟气候安全政策所涉的政策领域之

一ꎬ 也是欧盟管理气候变化风险的主要工具ꎮ
在欧盟内部ꎬ 欧洲军队较早地参与了气候安全议程ꎬ 并进行相关的能力建设

与资源配置ꎬ 提升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能力③ꎮ 欧盟应急响应协调中心通过监测

世界各地的紧急情况ꎬ 协调欧盟内外的响应工作ꎬ 为欧盟灾害管理提供了支

持④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欧盟理事会通过了 «关于气候变化下公民保护工作的理事会

结论»ꎬ 呼吁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做好准备ꎬ 应对大规模、 多部门和跨境紧急情况ꎬ
提高应急响应协调中心的预测和响应能力⑤ꎮ

在欧盟之外ꎬ 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行动通常部署在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较为

突出的国家ꎮ 其中ꎬ 派往马里、 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的代表团中配备了环境安全

专家ꎮ ２０２２ 年初ꎬ 欧盟对外行动署对所有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进行了调查ꎬ 寻

求了解将气候相关因素纳入其运作的可能性ꎮ 根据最新报告ꎬ 对外行动署、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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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和欧洲防务局已开始探索提升气候预警协同能力ꎬ 主要聚焦于气候变化对

欧盟安全的影响以及气候相关的地缘政治变局对欧洲防务部门的影响ꎮ 此外ꎬ 在

防务人员的培训方面ꎬ 欧洲安全与防务学院每年至少举办两次气候与安全联合课

程ꎬ 欧盟工作人员也在持续接受气候安全相关的培训①ꎮ 未来ꎬ 欧盟将在欧洲安

全与防务学院框架内建立欧盟气候安全与防务培训平台ꎬ 以系统地满足不同培训

受众的需求ꎮ 此类活动将有助于促进气候安全知识在欧盟内部的传播ꎬ 培养强大

的认知共同体ꎮ 鉴于国际组织能够发挥自主性ꎬ 有效塑造议程和政策方向ꎬ 未来

欧盟防御机构中气候安全观念与议程进展的动态需要持续关注②ꎮ

五　 欧盟气候安全行动的未来方向

从数十年来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演进看ꎬ 其气候安全议程体现出发展方向的

稳定性与政策行动的渐进式强化两方面特点ꎮ 现阶段ꎬ 欧盟气候安全政策体系化

和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ꎬ 工作重点更加聚焦于气候安全目标的落实ꎬ 尤其体现在

相关领域的外部伙伴关系建设上ꎮ 基于最近的政策文件ꎬ 欧盟气候安全行动的强

化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向ꎮ
一方面ꎬ 欧盟将继续依托其成员国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气候安全的讨论ꎬ

同时通过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ꎬ 促进对全球气候风险的评估与监测ꎮ 一直以

来ꎬ 欧盟希望达成一份承认气候与安全联系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③ꎮ 然而ꎬ 不同

国家对气候与安全之间关系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ꎬ 对于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应该参

与气候议题也持不同立场ꎮ ２０２２ 年ꎬ 欧盟制定 «联合国 － 欧盟关于和平行动和

危机管理的战略伙伴关系: 理事会关于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优先事项的结论» 时ꎬ 表

示理事会 “更加重视将气候和环境相关方面纳入欧盟和联合国各自特派团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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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评论»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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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和预警机制以及业务规划、 行为和后勤”①ꎮ 由此可见ꎬ 未来欧盟将加强

与小岛屿国家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ꎬ 促进其他国家对气候安全的理解ꎬ 助推气

候安全被更广泛地纳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议程与行动ꎮ
另一方面ꎬ 欧盟将通过拓展深化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ꎬ 管理与气候相关的安

全风险ꎮ 伴随着低碳转型的压力ꎬ 欧盟将深化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

作ꎬ 并将保障绿色技术相关的原材料和资源供应作为其气候安全行动的主要战略

目标ꎮ 同时ꎬ 欧盟及其成员国也多次表示ꎬ 希望发展与美国、 北约的气候合

作②ꎮ ２０２１ 年ꎬ 美国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重新评估了其对外政策目标ꎬ 详细阐述

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③ꎮ 当前ꎬ 欧美双方都十分重视与对方在安全

与防务领域的合作ꎬ 并有望以气候安全问题上趋同的立场为基础ꎬ 在该议题上建

立制度化的合作机制ꎬ 以实现塑造全球气候安全议程和获得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

位的战略目标ꎮ 在此背景下ꎬ 北约正在积极寻求将气候变化纳入组织核心任务清

单ꎬ 争取在该议题领域的主动权④ꎮ 北约和欧盟存在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ꎬ 积累

了丰富的合作经验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ꎬ 欧盟与北约签署关于合作的联合声明ꎬ 其中明

确提及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ꎮ 未来ꎬ 欧盟与北约可能会加强气候安全相关的对

话ꎬ 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和合作ꎬ 并推进相关的制度化建设ꎬ 共同推进国际

层面的气候安全议程ꎮ
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进一步深化面临着不小的阻力ꎮ 数十年来ꎬ 欧盟一直致

力于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ꎬ 但目前还只是将气候安

全部分整合到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中ꎬ 尚未确立综合的气候安全战略ꎮ 当其他更具

紧迫性的事项出现时ꎬ 应对气候安全挑战的优先性往往面临挑战ꎮ 因此ꎬ 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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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南平、 冯峻锋: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欧洲战略重塑———基于技术主权视角的分

析»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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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给欧盟气候安全议程带来的短期不确定性不容小觑①ꎮ 当前ꎬ 乌克兰危机久拖

不决ꎬ 传统地缘政治压力持续严峻的局势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欧洲战略界对这

一议题的关注ꎮ 欧盟气候安全议程的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ꎬ 主要体

现在欧盟成员国因各自能源禀赋、 经济结构、 资金条件、 绿色转型动机方面的差

异ꎬ 在气候安全议程上存在一定分歧ꎮ 伴随着具体政策的制定ꎬ 这种分歧可能会

激化ꎬ 进而阻碍议程的推进ꎮ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推进

绿色转型ꎬ 但其集体行动能力仍因成员国的立场差异而面临一定限制②ꎮ

结　 语

当前ꎬ 围绕气候地缘展开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成为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政策议

程中的重要内容ꎮ 欧盟在气候安全议程上的长期积累和多方向全面推进使其在这

一议题领域具有重要地位ꎮ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的气候安全理念与政策具备合理

性与普适性ꎮ 事实上ꎬ 欧盟对气候安全的概念化方式与应对逻辑本身是否恰当仍

然有待考量ꎮ 一方面ꎬ 欧盟将气候安全界定为地域性而非系统性的ꎬ 认为气候变

化导致的脆弱性、 暴力和冲突产生于欧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之外ꎬ 主要是在世界

上脆弱的、 “欠发达” 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ꎮ 这显然存在偏颇之处ꎬ 也可能导致

以气候为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干涉的行为ꎮ 另一方面ꎬ 就气候安全威胁

的起源而言ꎬ 欧盟将其视为纯粹的环境风险ꎬ 认为是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环境问

题导致了资源稀缺和自然灾害ꎬ 加剧了资源竞争、 民众生计和流离失所等问题ꎬ
进而引发冲突和不安全局势ꎮ 在其语境之下ꎬ 社会经济状况仅被视为环境导致的

冲突发生的背景ꎬ 而对其实际影响缺乏足够重视③ꎮ 然而ꎬ “重治标、 轻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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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效果与展望»ꎬ 载 «德国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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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 欧盟的议程演进与政策运作　

的应对逻辑实际上无助于安全的实现ꎮ
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气候问题会发现ꎬ “安全化是不是最恰当的解决方式”

值得进一步思考ꎮ 尤其是ꎬ 当前对气候安全议题的讨论仍主要被置于发达国家的

语境中ꎮ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问题ꎬ 将发展问题 “包
装” 成安全问题ꎬ 既可能模糊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ꎬ 威胁自身的发展权益ꎬ
也可能带来干预合法化的风险①ꎮ

气候变化的应对并不仅仅意味着处理纯粹的气候环境问题ꎬ 更关系着国际格

局转变下的全局性竞争②ꎮ 应对行动影响着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ꎬ 进而塑造着

国际体系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ꎮ 因此ꎬ 争夺制定气候相关规则和标准的主导权

正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ꎮ 为了应对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潜在挑战ꎬ 中国需要采

取举措ꎬ 掌握议程设置的主动权ꎮ
一方面ꎬ 中国可以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基本国情和国际形势

阐释气候安全的内涵ꎬ 明确绿色发展在应对气候安全风险中的根本性作用ꎬ 提出

具有影响力的安全概念ꎬ 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具有较大关注度的平台进一步解

释ꎬ 积极塑造国际社会对气候安全的认知ꎮ 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倡议下加强与其

他国家的安全对话ꎬ 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能力建设需求ꎬ 在全球发展倡议下拓

展合作ꎬ 加速全球绿色转型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谈判ꎬ 在气候相关规则与标准制定中发挥建

设性作用ꎬ 把握制度建设中的主动性ꎮ 当前ꎬ 将贸易规则与气候治理行动结合正

成为欧美国家的行动方向ꎮ 为了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ꎬ 中国需要积极参

与国际贸易谈判ꎬ 依托自身的技术和经济实力推动气候相关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与完善ꎮ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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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逸江: «安全化理论与国际组织角色分析———基于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的气候变化

安全化进程»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徐洪峰、 伊磊: «中俄美合作与竞争: 基于全球气候治理、 低碳绿色发展视角的分

析»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